
变 废 为 宝 是 善 举

在一个访谈中，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
永谈到他初到美国念书时，从大街上搬回
别人闲置的旧家具来用。他介绍到，当地
人常常把不用的家具放在街边某个地方，

谁需要谁就可以搬走。这样类似于爱心捐
赠小站的地方，为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有些物品对于不需要的人
而言是多余的； 而对于需要的人来说，却
可能是雪中送炭。

在不少人家中， 闲置衣物也成为占地
方、难处理的物品。服装更新换代快，若当做
生活垃圾扔掉，有些可惜，而且不环保，尤其
是像腈纶材质之类的衣物或许要若干年才
能分解，造成环境污染。有不少人也想到将
这些闲置衣物送给需要的人， 但是苦于投
送无门。这种“送者有意，受者有心”的好事，

因渠道不畅而无法实施，实在令人心痛。

对此， 我们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做
法。如国外一些小区，会有固定的旧衣物
回收箱，居民把旧东西放在那里，需要的

人可以去取，或由环保机构收集起来送给
贫困人群。这样，既帮助一部分人处理了
杂物，又给一部分人提供了帮助。如此物
有所用且两全其美之法，何乐不为？然而，

我们却缺乏这样的机构去作为，或者说想
做却难以作为。

有人说，现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旧
衣服已难受欢迎。其实，闲置衣物，也并非
是破旧的衣物。 有些年轻人可能因为款式
过时而不想穿， 或是小孩子长得快而穿不
得；一些衣物也许只穿过一次，甚至还没拆
吊牌。如此好的衣物丢弃了岂不可惜。要知
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富裕得“不差钱”，这些
衣物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宝贝”。现实迫切
需要这样的人或机构去乐于助人。 如记者
所见： 在信阳大别山志愿者协会就有了旧
衣服的“新家”，他们把捐赠来的旧衣服合
理分类后，送往需要它们的地方。

时下倡导循环经济。其实，旧衣物的
合理充分利用， 既是对资源节约的贡献，

更是与人方便的助人善举。我们呼吁大家
都来做这样的善事。

本报民生部与
腾讯大豫网联手发
起的“新年新衣”活
动于昨日正式在全
省拉开帷幕。 本报
将积极呼吁和发动
爱心人士伸出援助
之手， 在寒冷的冬
天为需要冬衣的乡
亲和孩子们送上一
片爱心。 图为活动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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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手拉手，书包送万家”公益活动
走进竹竿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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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月
14

日下午， 由百度信阳频
道倡导的公益活动“爱心手拉手，书
包送万家”捐赠仪式在竹竿镇中心校
举行。中国广播网、信阳教育电视台、

信阳周刊、大河网教育频道等多家媒
体来到仪式现场。据了解，“爱心手拉
手，书包送万家”公益活动是由百度

信阳频道倡导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主办方为信阳的广大留守儿童
多方奔走呼吁， 将爱心化作实物，送
到每个留守儿童的手中。此次活动捐
赠的学习用品由爱心单位信阳市农
村信用社捐赠，共向该校留守儿童捐
赠爱心书包

100

套，文具盒
100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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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循环经济 利用废旧资源

将废旧衣物送往需要它的地方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

是过去人们生活节俭的写照， 随着社会经
济的飞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着
装观念也不断在更新和变化， 家家户户每
年都会淘汰一批样式过时或不合身的旧衣
物。 如何处理旧衣物， 让市民感到十分纠
结，丢、送、捐、卖、改，哪种处理方式才是旧
衣物的最好“归宿”？没有正规机构回收、送
人没人要、弃之可惜、捐赠不受理，回收循
环利用的技术相对欠缺， 淘汰的旧衣物不
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环境污染。

堆在家中成“鸡肋”

“单位前几年都有捐赠衣物的活动，

我把一些不穿的衣服都拿来捐了， 这两
年，单位没有举办捐赠活动了，我家里现
在还有一大堆衣服正不知该如何处理
呢？”市民张女士说。

“我们年轻人就穿个款式， 去年的衣
服今年就不想再穿了， 现在都是独生子
女，又没有兄弟姊妹可以接着穿的，丢了
吧，衣服都还是新的，觉得可惜，不丢吧，

家里又没地儿放，真是愁死我了。”刚上班
的
90

后女孩小莉告诉记者。

“家里实在没地儿放， 亲戚朋友中又
没合适的人穿，现在生活好了，农村的亲
戚也不要这些旧衣物， 特别是孩子的衣
服，小孩子长得快，衣服没怎么穿就小了，

我就只好丢掉了。”市民李大姐说。

当做垃圾污染环境
从万人追捧的新潮款式沦落为遭人

白眼的“可怜虫”，这小小衣服真可谓是命
运多舛，一些市民表示把旧衣物扔掉也是
常有的事，因为压根没人回收。记者在我
市进行了一些调查，从正规商店到路边商
贩，服装销售商们对旧衣服回收一点兴趣
也没有， 好不容易来了一位收废品的大
娘，记者心想这下旧衣服该有主了，没曾
想这位大娘说，不收，谁要啊。这位收废品
的大娘告诉我们，旧衣服回收后无法再利
用，加上回收价格太低，很多市民宁可扔
掉也不愿为一件旧衣服多操心。

居民废旧衣物应属于生活垃圾，但在
生活垃圾处置管理办法中，尚未明确提到
应对废旧衣物如何处理。由此看来，废旧
衣物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既是对资源的
一种浪费， 也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在
一家垃圾中转站门口，记者看到了它们的
身影。 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
们几乎每天都能从垃圾箱里清理出大量
废旧衣物，而这些旧衣物给垃圾处理也带
来了很大难题。一般情况下只能和普通垃
圾一起被填埋掉，一些衣物比如腈纶材质
可能要几年才能分解，造成环境污染。

要捐赠“门槛”重重
旧衣物就这样在土壤中化为乌有，不

过，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想把自己的旧衣
服捐赠出来，这样既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也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捐助次

数仅限于单位或团体偶尔组织的慈善活
动，平时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市民对捐助
也是一头雾水。

我们要想捐赠不穿的衣物，应该怎么
做，带着疑问，记者拨通了民政局的电话，

得到的答复不容乐观。 民政局工作人员
称，他们对旧衣物也很难处理，根据民政
部的新法规，每次向灾区捐赠钱物都要经
过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实施。至于平时的小
范围捐物就由社会组织负责。为了防止疾
病的传染，国家对旧衣物的捐赠有严格的
规定， 一般都要经过下面几道工序：收
集———消毒———清洗———晾干———打
包———集中———运输———接收人。这中间
就需要一班人马和专门的仓库、 场地、车
辆以及大量衣服消毒清洗的费用，这个支
出就不是小数目了，目前民政局没有这方
面的专项开支。

回收无门， 捐给一些机构也不要，难
道这旧衣物除了被丢弃，真的就无家可归
了吗？其实则不然，记者在信阳大别山志
愿者协会就看到了旧衣物的新家。志愿者
告诉我们，他们把捐赠来的旧衣物合理分
类后，送往需要它们的地方，继续发挥余
热，如果市民想捐助可以邮寄或送到志愿
者协会总部，但是对捐赠的旧衣物有一个
小小的要求，就是最好将衣物洗干净。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外的旧衣市场
已经相对健全，在日本共有

2000

多家二手
服装店，店主们对店铺的个性化生存持乐
观的态度， 还专门成立了行业联合会，年
销售额已超过

2

亿美元。在香港，许多繁华
街道上常年设置有旧衣服回收箱，香港居
民将不穿的衣服投进回收箱里，由慈善机
构经消毒处理后，送给需要的人们。

□

本报记者赵锐

昨日，记者在市政管理处了解得知，为了缓解市中心城区
配电荷载问题，河区

10KV

出电路工程目前需建设出电线路的
电缆管沟，该电缆管沟途径胜利南街、东方红大道、民权街，全
长
3030

米，计划工期
90

天。图为河大市场附近一处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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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冬季人才招聘会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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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门口就围聚了不少前来应聘的求职
者， 这里正在举办的是信阳冬季人
才暨

2014

年毕业生招聘会。

据记者了解， 本次招聘会主
要涉及茶叶加工，服装，医药等十
多个行业，参加企业共

78

家。偌大
的人社局大厅已经被招聘企业和
求职者占满，有的企业来晚了，没
有位置， 只得把招聘咨询台搬到
门口。很多求职者边看边咨询，遇

到中意的就投简历， 为的就是不
虚此行。 在招聘企业的宣传展板
中，招聘岗位一目了然。对于素质
方面的要求， 大部分企业强调了
应聘者应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应
变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求职者中大
部分都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他们中
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大型招聘会，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工
作不好找，所以求职的心态还是比
较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