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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也是由本书这些作者、绘画者和编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保护环
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下简称《100》）一书。
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响应，曾不断重印，而且在那本书之后，许多环保组织和媒体，都以
各自的方式，进行或加强了对环保小事的推广和传播；一些学校和社区，也以该书为样本，推广环保
理念、倡导环保实践。
　　10年之间，世事变亦不变。
变的是生活的细节、环境恶化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变的是，每一个人从小事做起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对保护环境这件大事的重要。
10年了，回头看《100》，许多条目不再适宜。
本书（下简称《101》）在《100》的基础上，对条目做了大幅删改，即便是保留下来的条目，也大多
重写了，一些漫画也重画了。
可以说，《101》是《100》的修订本；也可以说《101》是一本新书。
　　公众参与环保，有许多方式，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生活的细节中保护环境，以一种环保的
方式来生活，也可称之为“绿色生活”，还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乐活”（译自英
文lifestylesofhealthandsustainability，LOHAS）。
　　作为个人的选择、一个人的环保，对地球环境的保护作用微乎其微，但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或者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话，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另外，公众的行为、公众的共识，也会传达到政府和企业，会变成群体和社会的行为。
　　说到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可做的小事数不胜数，本书列举了101件，肯定不会穷尽所有可能，我
们只是以此来提醒、启发读者，让大家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地以生活中的小事为保护环境做
出自己的贡献。
读者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进一步发现和总结出更多为保护环境而随手可做的“小事”，而这，对
于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了不起的“大事”了。
　　关于保护环境的活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热点表达。
例如，近年，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低碳生活”备受关注。
本书所列做法，绝大部分同样也是“低碳生活”的做法。
用什么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保护环境，让我们从“小事”做起。
　　本书所说的“小事”，实为随手可做，但做一两件容易、不时地做一做也容易，要持之以恒、逢
事皆做，并非易事。
可喜可贺的是，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以环保的方式生活着，民间环保组织、“乐活”族
群也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广着这样的做法。
套用一句名言，或许可以说：一个人随手做一两件保护环境的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保护环
境的事，不做不利于保护环境的事。
而为了我们的地球家园、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难”，需要我们大家一同克服，这种健康绿色
的生活方式，需要一点一滴地去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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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子孙那里借用了地球。
宇宙无垠，地球是一叶扁舟，人类应该同舟共济。
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森林是地球的肺，我们要保护森林。
水是生命的源泉，珍惜水源也就是珍惜人类的未来。
拯救地球，从生活中的细节做起。
对待环境的态度，表现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教养。
人类若不能与其它物种共存，便不能与这个星球共存。
幸福生活不只在于衣食享乐，也在于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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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使用环保购物袋　　据报道，全球每年使用塑料袋达5000亿至1万亿个，这意味着我们每人每年
平均使用150个塑料袋，或每分钟全球有100万个塑料袋在使用，而用过之后的塑料袋往往被扔进垃圾
箱。
塑料袋离开了我们的家，但它们并未从世界上消失。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随处可见被抛弃的塑料袋。
它们遇风飞舞，落在田地里、树枝上、河流中，影响卫生和村容、市容。
有报道称，每年因为误食塑料袋而死亡的各种动物10万多只。
　　塑料袋作为垃圾，在自然界中上百年都不能降解，它们占用耕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若把塑料
垃圾进行焚烧，又会产生有毒气体。
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父母从前是拿着菜篮子或布袋子购物的，普遍使用塑料只是近十几年的事。
仅图一时方便，却把垃圾遗弃给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可耻的行为。
我们应该恢复既往的优良传统。
国外许多人正以挎布袋购物为荣，国内也有许多人开始行动起来了，让我们都来追随这种“绿色时尚
”吧。
　　2少用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筷子号称“卫生筷”和“方便筷”，曾被视为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
。
然而，事实表明，所谓的“卫生”和“方便”只是一种假象，它的生产，是一种野蛮的掠夺行为。
一棵生长30年的杨树，能加工成约5000双一次性筷子。
我国生产的一次性筷子，年消耗木材近500万立方米，占全国林木年采伐量的10.5 %。
而且生产筷子的木材的有效利用率仅有60%。
一次性筷子生产加工过程中，要经过漂白、干燥、抛光三个步骤，其中加入的化学成分会对人体的呼
吸功能、消化功能产生毒害，超过保质期的一次性筷子还可能带来病菌感染。
日本人发明了一次性筷子，却不用自己国土上的森林生产，而且用后回收再造纸等。
我国森林覆盖率不足日本的1/4。
因此，我们提倡外出就餐尽量不用一次性筷子、抵制一次性筷子，主动向餐馆服务员提出使用普通筷
子，还可在日常的背包里带一双筷子随时使用。
　　3少使用非降解塑料餐盒　　1909年，美国人L.贝克兰首次合成酚醛塑料，为此后各种塑料的发明
和生产奠定了基础。
塑料作为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方便而廉价的材料，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
影响。
　　塑料制品是以石油为原料的，塑料工业的原料本身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塑料生产不仅消耗大量
的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产生大量污染。
非降解塑料餐盒的广泛使用，产生大量废物，废弃后的塑料再利用价值低，再生成本高，且回收困难
，在环境中不易生物降解。
相关研究表明，埋藏在地下的塑料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焚烧处理又会造成二次污染。
非降解塑料的大量使用和不当处置，不仅会使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垃圾的包围之中，而且还使我们的子
孙也失去生存的土地。
实际上，塑料餐盒的功能非常有限，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耐用品或其他产品来替代。
　　4提倡使用手绢　　现代人打喷嚏、抹鼻涕，通常用纸巾。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纸巾已经创造了一个高达300亿美元的高利润产业。
一个无意识的日常小习惯，却可能对环境造成极深远的影响。
如按每人两天一包纸巾计算，我国三四亿城市人口中就算有1亿人在用，那么一天的用纸量也在5000万
包。
而这5000万包纸需要砍伐多少树木？
事实上，生产1吨纸需砍伐17棵10年生的大树，现在中国一年消耗的生活纸制品约为440万吨，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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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砍伐7400多万棵大树。
每天会有约27万棵树变作人类所用的纸巾被冲进厕所或丢进垃圾堆。
不仅如此，在造纸和漂白过程中，还会产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副产品。
由于餐巾纸、面巾纸用完可以直接丢掉，不用清洗，手绢慢慢退出市场，难觅踪影。
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呼唤人们重新使用手绢。
我们也可以自己缝手绢，既美观又实惠，还能把缝制的手绢作为礼物送给他人，同时也宣传了环保。
　　5少吃口香糖　　口香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家美国公司为军方生产的军需物资，送到欧洲
战场上，大受战地美国兵欢迎。
作为一种休闲食品，口香糖固然有很多可爱之处，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口香糖的名气开始坏
起来。
原因很简单：口香糖入口时爽口，“出口”时若处理不好，就会污染环境，让人恶心。
口香糖吐在地上后形成的残迹难以清除、难以降解，给环卫工作增添了很多麻烦。
为了防止口香糖残迹败坏市容，国外一些城市近年来开始制定法规，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吃口香糖。
如新加坡，在公共场合吃口香糖的人将被处以高额罚款。
　　我国现在还没对口香糖消费采取什么限制措施，随地乱吐口香糖的不文明行为仍然时有发生。
即使在庄严神圣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也能见到像一摊摊鸡屎一样的口香糖残迹，搞不好还会粘在
游人的鞋上。
　　少吃口香糖，或者至少不要把嚼剩下的口香糖随地乱吐，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难以做到的事。
如果您见到乱吐口香糖的人时能规劝他注意改正自己的不文明行为，那么您一定会赢得别人更多的尊
敬。
　　6节日消费要理性　　每逢节假日，商家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促销，令消费者眼花缭乱。
对此，我们建议消费者要理性消费，“购己所需”，不要因盲目贪图商家打折“实惠”而跟风购物。
原因之一是，节假日往往是各类消费纠纷的高发期，促销中的价格陷阱不同程度地存在；二是，盲目
消费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和环境影响。
特别典型的是圣诞消费。
消费主义逐渐瓦解了圣诞节原有的宗教气息，而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狂欢节。
　　英国约克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从平安夜到圣诞节次日的节礼日这3天假期，英国人在食物、旅
行、照明和礼物方面的大量消费导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650千克，这相当于平常日子20天的排
放总量。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说，如果英国每年圣诞期间产生的垃圾中所有能够回收利用的物品都得
到了回收利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2万吨，由此节约下来的能源足够让圣诞老人在平安夜坐
飞机绕着地球飞6.4 5万圈。
可见节日消费的环境影响不容忽视。
　　7消费肉类要适度　　人多数人都爱吃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桌上的肉越来越多，有的孩
子甚至没有肉就不吃饭。
父母的溺爱、孩子的偏食，加上运动量不足，过度摄入的脂肪、蛋白质、糖，都会以脂肪的形式堆积
在体内。
目前我国肥胖儿童正以每年9.1 %的速度增长，严重程度令人担忧。
过度吃肉是导致发胖的一个重要原因。
超出正常需求的吃肉不仅造成身体和心理的负担，还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多吃肉就要养更多的家畜、家禽，耗费更多的资源，在美国，1千克的猪肉要7千克的谷物来转化，生
产1千克牛肉消耗的水资源是生产1千克面包的25倍。
过度放牧牛羊也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还是造成全球荒漠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著名环保人士珍妮·古道尔提出“每一餐所吃都可能改变世界”，消费肉类的适度，既能减少对
环境造成的压力，又有助于自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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