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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生活更美好
三亚市实验小学 陈佳蔚 指导教师：文淑香

“我的表哥当了垃圾分类指导员”，这个消息在我的亲戚圈里不胫而走。我带
着疑问，在周末的下午，来到了我表哥工作的社区。

三亚的秋天，依然骄阳似火，我在路口远远地看见了我表哥，他身着蓝色工作
马甲，高高的个子，正弯着腰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废电池算什么垃圾啊？”“帮
忙看看这个酱油瓶要分开扔吗？”问询声此起彼伏，我表哥始终面带微笑，语气和
蔼，不时地动手帮助居民分类。我被这种火热的工作氛围所感动，主动走上前去，
接过居民的快递纸盒正准备扔进可回收垃圾桶，表哥看见后赶紧拿过来，上下左右
检查了一遍，然后从纸箱的背面唰地撕下一条透明胶带纸，将透明胶带放进了其他
类垃圾桶。我有些脸红，心想垃圾分类不是我想象中这么简单。表哥笑着对我说，
垃圾分类后可以变废为宝，但是前提是要准确分类。紧接着，表哥开展了现场指
导，帮助居民分离不同类型垃圾，我也学会了很多垃圾分类的小知识。

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表哥丝毫不受影响，还是井然有序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
务和指导。工作间隙，我好奇地问表哥，为什么从事垃圾分类工作。表哥告诉我，
前不久有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他，今年2月15日，三亚市崖州区搁浅了一头受伤的
侏儒抹香鲸，最终救治无效死亡。作为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孩子，我不能让我们
三亚的环境再受到破坏，所以下决心加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环保事业更需要我们
年轻人挺身而出。

天渐渐地黑了，垃圾转运车来了，表哥带领他的小组将垃圾分门别类地搬到车
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是他们辛苦的付出，让居民逐步树立垃圾分类意识，一
点一滴改变着人们的旧习惯，使我们的城市更干净。想到这些，我不禁对我
表哥肃然起敬。

垃圾分类靠大家，绿色生活你我他。作为一名小学
生，从小树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的观
念，养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做到垃圾不落地，分类我清
楚，生活就会更美好。

一张纸的自述
三亚市第七小学 栾斯淇 指导教师：王颖

“撕拉”一声，我被从原本的躯体上撕扯下来，接着被无情地揉成一团，抛进了
肮脏的垃圾桶。没错，我就是那张被小主人遗弃的废纸。

刚来到小主人的身边时，我也曾享受过她的温柔呵护。她曾在我的身上做出
一道道精准的算式，撰写出一段段华美的文字。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地欣喜若狂，感
觉自己成为了她智慧的载体，被她赋予了生命与灵魂。可现在呢，看着身边躺着的
无数同伴，还有小主人昨晚吃剩的半块面包，甚至还有一个失去生命的废电池，心
中一片凄凉。夜幕降临，与我同病相怜的伙伴们都在感叹着命运的不公，想到我们
已经被主人抛弃的事实，我们都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早上，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只见小主人将我和那些纸张兄弟们重新挑了出
来，放进了楼下一个蓝色的垃圾桶里。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废纸、塑料瓶……看着
郁郁寡欢的我，一个塑料瓶滚到我身边笑着说：“兄弟，干嘛闷闷不乐的？”我流着眼
泪叹息道：“死神已来临，你还笑得出来？”“你难道不知道吗？在这蓝色垃圾桶的我
们可是名副其实的‘好垃圾’。比如我们塑料瓶，到了垃圾处理厂，经过一系列的重
新加工，会蜕变成新的塑料制品或其他有用的物品。而你们，也可以变成再生纸
啊！我们将以全新的形式重新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多么神奇呀！”塑料瓶一脸憧憬
地说着。“对对对，没错，我还听说那些厨余垃圾会被堆肥或者发酵，转化为有机肥
料，有害垃圾会被特殊处理，确保不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哈哈，那我们岂不
是前途光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渐渐地，我心中的阴霾烟消云散了，
我也开始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我，一张废纸，看似微不足道，但我坚信自己有着独特的价值。
因为我是这个城市变美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所有的垃圾
都能得到正确的分类和妥善的处理，我们将和人类共同
努力，这个世界会依旧充满生机，焕发美丽！

小学组

初中组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一分
三亚荔枝沟南亚学校 周冠雄 指导教师：闫莉莉、曹艺

“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我们见过大千世界上有万般颜色，绿色是
最温柔的一种，我们见过了水天一色、钟灵毓秀，要留住这天地间的清风明月，就必
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垃圾分类就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重要一步，我们要
用垃圾分类书写清洁城市的新篇章。

垃圾分类，应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虽然我国生态环境
整体上有所改善但生态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正囚于垃圾的“围城”中，掩埋于
地底的成千上万吨的垃圾正在侵蚀着我们的土地，肆意丢弃的垃圾嘲笑着人类的
文明。大火焚烧遍山的垃圾，滚滚浓烟摧残着碧空万里，我们需清楚地认识到，混
等于浪费加污染，分等于节约加环保，垃圾分类已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

垃圾分类，要笃定“国人无一旁观者”的责任担当。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可持
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共识。垃圾分类作为建设美丽中国时代图景中的重要
一步，树立垃圾分类的理念，积极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一同加入垃圾分类的行动
中。我们既是垃圾的生产者，又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我们有责任共同守护住秋水
共长天一色的壮丽美景。

垃圾分类，要贯彻“千古风流在担当，万里功名须躬行”的实践行动。垃圾分类
绝不能只是一句口头语言，“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三亚市积极响应国家对垃圾
分类的号召，制定多项垃圾分类实施细则，通过明确分类标准，配齐配全分类投放
设施设备等举措，设立垃圾分类体验馆、科研教育基地，让我们学生通过互动游戏
学习垃圾的正确投放，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探索建立具有三亚
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既改善生态环境又促进资源回收利
用，做到真正的惠民利民。

大地赋予了人类万般精华，不想得到的回馈是成堆的
垃圾。青衿之志，履践致远，我们要积极践行垃圾分类的
各项措施，共同建设好美丽中国！

高中组

垃圾分类路遥遥，山河依旧心昭昭
三亚丰和学校 陈佳佳 指导教师：李欣

千里江山锦绣，谁曾想，垃圾围城风不透。大多数人将“垃圾围城”视为无稽之
谈，但碳排放量增高，河水污染等严峻挑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莫待已无退路
时，方悔今时错，走好垃圾分类路，方能成就美好山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垃圾分类需积少成多铸习惯，聚沙成塔深于心。
垃圾分类不只是让垃圾回到对应的垃圾桶，更是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标杆，每一次

举手之劳，都是心中的刻画。“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细小的垃圾很
刺眼，有过一次弯腰，便会有数以万次的伸手。举手之劳形成习惯，习惯带动他人。一
个人的身影固然单薄，但三人成众，无数双手也能举起高山。棵棵树何以治千里沙，丛
丛草何以锁万里尘？这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数以万次的扎根，日引月长，根深叶茂。

时不待我，整装蓄锐。垃圾分类需踊跃承担，立足实践。
我们习惯将垃圾随手扔进垃圾桶，垃圾分类像是一场考试，让我们措手不及。

我们常常抱怨走出舒适圈，耗费时间和精力，抱怨知识的空缺，望而却步。等待一
个玻璃瓶降解的250万年，对于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我们
不得不去主动承担责任。逃避与挑战，“舍鱼而取熊掌”，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的知
识，实践行远脚步实。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垃圾分类需恒心不变，执笔千里江山。
垃圾分类风尚传，保护自然决心毅。塞罕坝机械林场筑牢绿色屏障，右玉县变

“塞上绿洲”。前行者用双脚丈量人生宽度，用双手执笔千里江山。毛乌素沙漠穿上
绿装，草方格锁住宁夏中卫的黄沙，赶漂人变造林人，漫山种满剑麻。绿高山，清江
水，这是一代又一代践行者的恒心。担当一件小事亦是对恒心的坚定，恒心
是持守自然之美的本源。做好垃圾分类何尝不是我们平凡
者的使命，将杂乱的事物回归秩序，微小之中自有伟大。

轻轻走过之余，万物皆生机。做好垃圾分类，减少环
境负担，恒心坚毅，矢志不渝，家国繁盛，绿水青山相映，砥
砺前行垃圾分类路，恒心描摹千里江山图。

分类为笔 再绘河山
三亚市第一中学 林诗蓥 指导教师：赵芳杰

“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新芽发于黄土，希望生于大地，而今人多
地少，需繁供缺。先祖曾焚林而畋，只留山空兽走；竭泽而渔，独剩河枯鱼散。喜清
且澄，却有用尽之时；厌浊至污，亦有溢出之日。故此法者，不可效也！观今日之
势，画卷虽损，若以分类为笔，及时修补，便可再绘千里河山。

如何分也？电池、药物、水银之类为有害；钢铁、书纸、塑料之属可回收；蔬菜、
果皮之品乃厨余。世间万物纷繁，各归其所则有益，胡乱分放则为害。

如朱砂之赤也，可画东方初升之红霞，亦可绘万人悲怆之血河；若乌黑之墨也，
可染春色满园于污浊，亦可现雨后雾霭之朦胧。故无害之物，唯于处不当；无废之
物，仅于用不周。废旧电池，不随地而抛，便不毁良田之肥力；破碎水银，不随手而
弃，便不损他人之康健。钢铁侵锈，亦可回炉重造；白纸染墨，亦可水洗重来。落叶
归根，入新泥而养幼木；落红有情，融春土而滋嫩华。

嗟乎！忆往昔，山重水复，婵娟千里！叹今日，岭方溪直，月隐星藏！向使今人
仍不重视，则水银有害之类流入丰田，钢铁可回之属葬于深山，菜叶厨余之品空生
腐臭。而分类之事，不过明各物之别，晓各箱之标，至各归之所而已。先画为易，后
添而难，此事于你我不过动手，于他人却需费力。莫言为之过远，为之已晚。勃有
言曰：“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吾信众人皆爱东海接天之红霞，
青山雨后之苍翠，而不喜阴霾之天，秃黄之地。

若画卷已染微瑕，吾辈则可执分类之笔，再绘南海之卷。琼州之崖，
青山绿水，仙鹿回头。临春岭之秀美，四季常青；三亚河之
延绵，亘古不尽。水草随微风而乍起，白鹭踏清波而
共舞。红树养岸，引飞鸟之休憩；珊瑚护海，留渊鱼
之畅游。星伴霓虹跃，林接高楼起。愿河山万里，垃
圾之恶臭不在，芳华之清芬永存。

“天上什寒”，旧貌换新颜
三亚市第一中学 胡语函 指导教师：陈燕霜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假期，我和家人外出游玩，被海南“中国最美乡村——什寒
村”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所吸引，于是我第一次走进了它——什寒村。

因其海拔高，且村中常年云雾缭绕，好似仙境，所以小村获得了“天上什寒”的
美誉。可进了村子，一股刺鼻的气味迎面扑来，我盎然的兴致瞬间就从巅峰落到了
谷底，没有了欣赏美景的欲望。

沿村里的木栈道走了一段，我才发现这气味的罪魁祸首是村中的垃圾场。各类垃
圾像一锅“大杂烩”：废纸、剩菜剩饭、电池等混杂在一起，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丘”……

什寒之行成了我心里拂不去的遗憾。
可喜的是，近年来，垃圾分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垃圾分类行动也逐渐落到实处。
今年国庆节，我怀着期待的心情再一次走进了什寒村。惊喜地发现，什寒村已旧

貌换新颜。这里空气清新，村道整洁，莺歌燕舞。村中有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拍照、做
直播……

中午，我们在一家名为“旺哥农家乐”的饭店吃饭时，听旺哥说起了这些年村中的
变化：

垃圾臭气熏天的情况持续了较久，让秀美乡村很“受伤”，直到有一天，垃圾分类
宣传队进入了什寒村，他们张贴“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标语，给村民讲解垃圾分类
知识。

在他们的带动下，村民们在“什寒是我家，净村靠大家”口号的感召下，热火朝
天地干了起来：处理陈年垃圾，建立分类垃圾站……

经过村民们的不懈努力，什寒，告别了杂乱肮脏的过去，迎来了天
蓝水净的今天。

旺哥说着这些的时候，嘴角早已咧到了腮帮子上……
“天上什寒”，如今旧貌换新颜，终于成了名副其实

的“中国最美乡村”！

牛奶盒的前生今世
三亚市崖州区梅山中学 孙姝婕 指导教师：陈剑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题记
一天从梦中醒来，我躺在大街上，竟化成一个废弃牛奶盒，汽车呼啸而过掀起

的灰尘让我顿时清醒，心想：“我就这样被丢弃了？”突然,环卫工人将我扫入垃圾桶
里，里面臭气冲天，环顾四周发现聚集着各式各样的物品：果皮、菜叶、电池……不
同种类，同一种命运。我心里直犯嘀咕：“我们都不一样，为何要待在同一个地方？”
还来不及多想，又一股脑地全倾倒进一辆大垃圾车，绝尘而去。

我们被随意丢弃。投入大海、荒地燃烧,堆放成山。我在海水中慢慢下沉，美
丽的海底世界早已面目全非：没有摇曳的群鱼，没有轻盈的水母，没有五彩的珊瑚；
只看到误食塑料袋的鲸鱼，被丝线缠住的海龟……

“为什么不把我们合理安放？随处乱丢对环境的危害该有多大啊！”我渐渐地失去了
意识，心里暗暗发誓：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让垃圾有处安放，还海底生物一片纯净天地。

许多年过去了……
我被清晨的阳光唤醒，我重生了——变成一个人，研究资源再利用的工作人员。
前世的一幕幕重现，冰冷海底的火热誓言依旧清晰：让垃圾不再是垃圾。
我带领团队日以继夜地奋战，最终确定了一套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即把垃圾

分为四类：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垃圾桶贴上标签，投入到社
会。每个垃圾桶都有各自职责，比如：有害垃圾桶存放危害物品，可回收垃圾桶存
放废纸、瓶子等重复利用的物品……这样一来，垃圾分类不仅有助于分解垃圾,还
能资源再利用。最重大的意义是：保护地球环境，守住青山绿水。

万事开头难。刚推行垃圾分类并不顺利，有人感到繁琐，不愿意落实。
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人们慢慢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垃圾
分类工作才逐渐走向正轨。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如今，我站在海边，蓝天白云，
椰林树影，沙白水清；前世今生的我，焕然一新。

也许有的人就像错位的空牛奶盒一样，命如草芥，受
过唾弃。但只要放对地方，便能创造新的人生奇迹。

优秀组织奖名单
（小学组）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8部队八一小学

（初中组）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
（高中组）

三亚第一中学
三亚丰和学校（高中部）

主题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

为普及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深

化“小手拉大手”活动，提升中小学生垃

圾分类意识，切实将生活垃圾分类理念

融入校园文化，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类

的良好氛围，三亚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三亚市教育局

联合组织开展“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主

题征文比赛，全市96所中小学校（含分

校）参加，共提交参赛作品2.3万篇，经

评比，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

奖20名、优秀奖30名，优秀学校组织奖

6个。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示范

引领，不断深化“家校社”联动机制，助

推三亚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学校名称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三亚市第九小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8部队八一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三亚市金鸡岭小学

三亚市第一小学

三亚市第一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三亚市第九小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8部队八一小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8部队八一小学

三亚寰岛实验小学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小学

三亚市第九小学

三亚市第九小学

三亚市海棠区龙海小学

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小学

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小学

三亚市吉阳区红沙小学

三亚市第七小学

三亚市第二小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荔枝沟南亚学校

三亚市崖州区梅山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崖州区梅山中学

三亚丰和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三亚市第二中学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三亚丰和学校

三亚市第三中学

海南鲁迅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8部队八一中学

三亚荔枝沟南亚学校

三亚市第四中学

三亚市第四中学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三亚丰和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华侨学校

海南鲁迅中学外语部高中部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华侨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华侨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三亚市民族中学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海南鲁迅中学外语部

三亚市第四中学

三亚丰和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名次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指导教师

王颖

张慧冲

文淑香

赵秋迪

张桂芳

卢晶晶

王颖

文少萍

郑迪竹

陈丹玲

尹凤兰

李长科

顾育英

颜自明

李杰

吴少云

曾爱民

张 洁

黄雅格

邹秀丽

姜玉玮

郑玲

赵梅

崔艳

陈 君

兰婷

陈燕霜

闫莉莉、曹艺

陈剑

鹿弘

张海娣

王春波

陈剑

况青

郭 珣

郭 珣

周晓红

曲晓晓

桂卫丽

安美玲

陈小冰

何芳

王春波

郭 珣

郭 珣

梅海燕

刘盛桐

罗学燕

罗学燕

王辉阳

李欣

赵芳杰

景涵龄

邱萍萍

陈颖新

任大军

黎毅珠

黎毅珠

陈颖新

胡斯达

胡斯达

任大军

黎毅珠

黎毅珠

肖红梅

王少琴

覃雪琴

邱萍萍

吴蒙夫

高晓璇

孙淑霞

闫翀

胡斯达

胡斯达

黎毅珠

学生

栾斯淇

杨天岳

陈佳蔚

谢承希

邹小西

王星凯

麦思恬

张心钰

杨骐嘉

孙令铮

丁思齐

李旺楷

乔若兮

胡君涵

刘项慧

王骁晟

潘振佑

王荗妍

刘竞泽

王梓萌

张明睿

张雨茵

林意纯

郑林烽

林天格

李颖

胡语函

周冠雄

孙姝婕

陈柏涵

黄垂泓

李建辉

陈可欣

吴宗翰

邢晓涵

梁伟鑫

罗思瑶

苏玟雅

邓华妃

陈涵玥

陈紫凝

蒙杨丹

龚希元

符紫萱

程港婧

侯玉萱

韩一赫

莫若梓

冯慧洁

杨海锦

陈佳佳

林诗蓥

肖海雪

孟祥美祺

陈磊

秦子璇

李宙珊

开佳恩

聂润玉

王琪茗

黄婷炜

薛筱可

董嘉欣

汪依霖

陈兰飘

魏爽爽

胡欣

符芝涵

黄茜

隋欣忆

燕美如

关薇

丘敏怡

文湘楠

张婉淳

作品

《一张纸的自述》

《垃圾分类走进乡村》

《垃圾分类 生活更美好》

《废电池寻家记》

《垃圾分好类，城市不落泪》

《幸福的达达》

《我是分类垃圾桶》

《分“投”行动》

《小小垃圾管理员》

《易拉罐的旅行》

《我家的垃圾桶“进化”了》

《垃圾分家记》

《“罐儿哥”回忆录》

《垃圾总动员》

《让绿意永存心间》

《垃圾分类，争做环保小卫士》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不守纪律的药片》

《易拉罐奇遇记》

《头孢咀嚼片的自述》

《垃圾分类，生活更美》

《垃圾分类进我家》

《一节电池的旅程》

《垃圾分类一小步，世界美丽一大步》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环境小卫士》

《一只瓶子的自白》

《“天上什寒”，旧貌换新颜》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一分》

《牛奶盒的前生今世》

《白鳍豚的哀歌，垃圾分类的救赎》

《电池旅行记》

《我爱你春天的样子》

《梦》

《某片角落》

《践行垃圾分类，奔赴青山绿水》

《石言》

《形成绿色意识，加快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 保护生态环境》

《垃圾漂流记》

《践行垃圾分类共守鹿城山河》

《一个易拉罐的遭遇》

《天生“我”材亦有用》

《垃圾分类，我自始者》

《垃圾分类路遥遥，山河锦绣心昭昭》

《保护环境，莫让母亲再哀鸣》

《人类对地球的背弃》

《垃圾分类 人人践行》

《一盒牛奶的旅行》

《让垃圾归家》

《垃圾王国的转变》

《垃圾分类路遥遥，山河依旧心昭昭》

《分类为笔，再绘河山》

《绿水青山蓝天梦，垃圾分类当为先》

《回到对的地方》

《归宿》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垃圾分类，回归幸福》

《罪 人》

《魂落秽里，幸握朗月》

《从一只易拉罐开始，守护一座家园》

《行垃圾分类，护你我家园》

《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聚是敝器，分为宝物》

《心田上的蔚海清天》

《绿色塑料花》

《垃圾分类始于心 持之以恒在于行》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一次参观引发的感悟》

《垃圾分类是民生，也是文明》

《推进垃圾分类，共建绿色中国》

《垃圾分类，和谐共生》

《谱写垃圾分类之乐章，奏响绿色之乐曲》

《玻璃房中的垃圾桶》

《二次生命》

《水瓶流浪记》

年级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废电池寻家记
三亚市第九小学 谢承希 指导教师：赵秋迪

我是一节孤零零的废电池，那天，我正在睡觉，却被小主人从玩具车的肚子里
拆出来，一把丢出了窗外。“小主人，你不要我了吗？”我躺在窗外的草地上，不知所
措地喊着。可小主人连头都没有回，我就这样被丢弃了！

眼泪渐渐湿润我的眼眶，我不知该去向何方，只能低着头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
走着。忽然，天上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点像小石子般从天而降，打在我的身上，
痛得我躲在墙角瑟瑟发抖。不行，我要振作起来，我要找到我的家，无论它在哪儿！

雨过天晴，我毅然踏上了寻家的路。我走啊走啊，汗水浸湿了我的衣裳，又一
滴滴砸进泥土。“哎呦！”大地爷爷发出了呻吟声，“小家伙，你的身体里都是有害物
质，滴到身上太疼了。”可我也不想这样，只能奋力地向前跑。终于，我的眼前出现
了四座小房子。一个穿着蓝色外套，一个披着红色长袍，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还有
一个戴着绿色的小帽子。那里会是我的家吗？

我先悄悄地爬到了戴着绿色帽子的小房子里，发现这里都是果皮、鱼骨、菜渣
……扎得我浑身难受。绿房子摸摸我的头说：“小家伙，这里不是你的家哟！”

我又来到了穿着黑色西服的小房子前，发现上面写着“其他垃圾”四个大字。
我透过窗户在里面看到了花盆、一次性筷子、硬贝壳等。“这里应该也不是我家吧！”
我自言自语道。

我接着往前走，可还没靠近蓝色的小房子，就听到一阵驱赶声：“别靠近，我们
是可回收垃圾，你太危险了，快走开！”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默默走到红色的小房
子前，却不敢靠近，唯恐再次被驱赶。

“孩子，愣着干嘛？快进来。”红色房子温柔地叫我过去。我终于找到
家了吗？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狂奔进去，果然发现了很多和我一
样的小伙伴。小伙伴们纷纷过来拥抱我说：“欢迎你回家！”

那一天，我无比幸福，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家。小朋
友们，如果可以，请你们转告我的主人：下次一定记得，把
垃圾送回它自己的家哦！

垃圾分类走进乡村
三亚市实验小学 杨天岳 指导教师：张慧冲

每年暑假回乡探望外公外婆，那里是我童年的开始，有蓝天白云，鸟唱虫鸣，有
我无忧无虑的笑声和肆意奔跑的脚步。

但是，现在乡村景象却不尽人意，比如地上的纸屑塑料袋随风飞扬，路口堆积
成山的垃圾，臭气冲天，污水横流，苍蝇乱飞。

没过多久，再次踏进小村庄，我不由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罩正准备戴上，这
时听见姐姐好奇地说：“咦，快看？”我惊讶地抬头往车外望去，臭气冲天的垃圾小山
不见了，一盆盆排列整齐的小花笑容可掬；污水横流的水泥地板像是拨开云层见天
明，干净明亮；小道干净整洁，村口摆放着垃圾分类的“桶四兄弟”，路边挂着横幅，
上面写着：“垃圾分类靠大家，健康生活你我他”等标语，看着焕然一新的农村，我深
吸了一口空气——“它”是甜的！

中午吃完饭，外婆拿来一个自制的小桶，桶上贴着“厨余垃圾”的标志，外婆把
碟子里的剩饭剩菜、肉类碎骨、瓜皮果壳，还有茶叶渣，倒入桶中。接着又从厨房拿
出一个写着“其他垃圾”的小桶，将桌子上的餐盒、湿纸巾、烟蒂等全扔进去。我惊
讶地看着外婆熟练的动作，好奇地问：“外婆，您什么时候学会垃圾分类的？”一旁的
外公听到笑着说：“你外婆现在可厉害了，乡里组织学习垃圾分类，回来后都成了我
们的老师了。”外婆笑着对外公说：“废电池、废温度计、灯管、过期药品，还有这些物
品的包装袋都属于有害垃圾，要看清楚我写明的桶分好，到时直接投放到村口的垃
圾分类点。你老是放错，得改！”外公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们都禁不住笑起来。

傍晚，我跟着外婆拿着分类好的垃圾去村口的垃圾站点投放。外婆告诉我可
回收物可以循环利用，对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有很好的作用。外婆懂得真
多，我也要向她学习。

乡村的傍晚祥和宁静，乡间的小道风轻云淡。垃圾
分类走进乡村，走进生活，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从你
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三 亚 市 年2023 垃 圾 分 类“ 从 我 做 起 ”

绿水青山蓝天梦，垃圾分类当为先
三亚华侨学校 肖海雪 指导教师：景涵龄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题记
一棵树，千万年遍布青山；一滴水，千万年汇成大海；一抹色，千万年绘成蓝图。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们为了经济的发展罔顾自然的哀咛，渐渐忘记自然也是有血
有肉的“生命体”。倘若有一天，天不再蓝，水不再清，山不再绿，人们又该如何？只有
坚守生态文明，誓还绿水青山，以垃圾分类为先，才能绘就绿水青山之蓝图。

以知为钥，垃圾分类意识需深入人心。
恩格斯有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

样的胜利，自然界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地球虽大，可空间有限，若让垃圾毫无止境
地涌入自然，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垃圾分类”犹如一只蝴蝶，经历破茧方能
成“蝶”，只有让垃圾分类意识深入人心，让其影响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才能破茧成蝶。这一艰难痛苦的转变期，一旦成功，就会让垃圾分类成为共识。

以行为桥，垃圾分类行动需落到实处。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对于垃圾的处理方式，人们应当提高重

视。从在日常的新闻中了解到，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某些海域还漂浮着很多塑料垃
圾，这些垃圾让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海变得满目疮痍，让海洋生物发出声嘶力竭的呐
喊。生活中垃圾桶就在旁边，人们却视若无睹；垃圾分类标识得清清楚楚，却一笑
而过。垃圾分类应落到实处，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以舟共济，垃圾分类需社会共同努力。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垃圾分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

生工程，也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避免“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因此，
推进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营造“人人支持、人人参与”
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
极贡献力量。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成功不是一蹴而就。垃
圾分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
能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才能让绿色文明永驻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