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公布了2023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

行动计划“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身为民间河长的青县供电公司退休职工臧俊英，成为我

市唯一入选者。

可就在5年前，臧俊英甚至不清楚河长是个什么“官”，那时，她刚成为民间河长。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兴起了“爱自
己的 100 种方式”新玩法，网友们打出

“爱自己的100种方式”等关键词，屏幕
上就会随机跳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听一首过去最爱的歌”“去天桥上看日
落”“吃一份心满意足的午餐”等各种能
让人感到幸福的方法。大家纷纷加入进
来，并晒出完成时的打卡照片。

翻看网友晒出的照片和留言就会发
现，爱自己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
——一束鲜花、一顿美食，甚至看一次夕
阳、望一望天空……这些平时并不被人们
注意的小事，反而最受欢迎和认可。

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就是疼爱自
己。

什么才是热爱生活？
有想做的事情，对未来怀有美好的

希冀，有着不远万里也要抵达的勇气和
毅力；在琐碎的生活中能找到乐趣，比
如听歌、看书、做美食……让每一天都
充满新鲜感，有梦想有目标，同时也有
行动力，要懂得凡事做了就比不做好。

工作中遇到难题，就当作是一次提
升自己的机遇；下班遇到堵车，便好好
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生活中，处处

都是“爱自己的方式”，但只有留意生活
的人、懂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生活的
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幸运。

爱自己其实就是尊重自己、接纳自
己，能够发现自己的价值与独特，懂得
从琐碎生活中汲取幸福。正如下雨挨了
淋，有人满腹牢骚，也有人像孩子一样
雀跃着在雨里奔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一生
都在追寻梦中的罗马，而有的人生来就
在罗马，这也许是一种不公，但没有人
能够否定，在追寻罗马的路途中，你也
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不必过分纠结，更不必拿自
己和别人比较。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个体，他有他的价值，你也有你的意
义。静下心来，转换心态，去发现生活
的美好，你会获得更美好的自己。

生活琐碎，但依然爱自己、鼓励自
己、不轻易怀疑自己，相信明天会更
好，这大概就是热爱生活、疼爱自己最
好的表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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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元的限量版球鞋说买就买，10多元一个月的视频会员账号

却找了十几个人借。有人调侃年轻人：1000元可以花，10元钱必须

省。这背后折射出年轻人怎样的消费观？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殷 实

能省则省能省则省 该花就花该花就花？？
心理学家提醒心理学家提醒：：年轻人要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年轻人要养成正确的消费观

“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1000元
的球鞋必须买，2 元钱的餐巾纸钱必须
省。”在网络上，每当年轻人和金钱这两个
词碰到一起，总能形成流量密码。这些话
题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代
年轻人的消费观。

他们一边不惜花大价钱买绝版球鞋、
奢侈美妆，一边又热衷拼单、拼购，几元
钱的配送费能省就省。说热衷享受吧，他
们的确更爱享受生活，但在互联网上乐此
不疲地“砍价”的人中，也总有他们的身
影。

花钱不手软

当得知自己崇拜的篮球运动员新推出
了限量版球鞋，并即将在北京发售，32岁
的杨阳立刻来了精神。查日期、订车票，
他做好了准备，只等那一天的到来。

杨阳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为了买这双
鞋，车票、住宿、球鞋钱所有费用加在一
起，他大概要花费 1600 多元。杨阳说：

“贵不贵没关系，值不值才最重要。”
这些年，杨阳收藏了很多篮球鞋，上

千元的不在少数。“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对
我来说，每双鞋背后都有着特殊意义。”这
让杨阳觉得花再多钱也值得。

如今，有着和杨阳一样消费观的年轻
人还有很多。

24岁的刘语熙刚参加工作不久，她时
常利用周末时间去学跳舞。她独自一人在
沧州生活，每月工资3500元左右，除去日
常基本开销之外，每个月剩不下多少钱。
对她而言，每学期上千元的舞蹈费用是一
笔不小的支出。“不学跳舞的话，我每个月
能攒下大几百元，但一想到这笔花费能让
我开心，我就觉得很值。”刘语熙说，“练
习跳舞能塑造身形，让自己更自信。我可
以在吃穿上节省一些，但舞蹈再贵也要
学。”

省钱有妙招

不久前，“30 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被人们推上热搜，很多年轻人晒出存款的
同时，也亮出了自己“能省则省”的消费
观。

刘语熙就在网上看到过一条关于省钱
的帖子——两个人打算去一家心仪已久的
饭店吃饭，预算几百元钱，出门前特意带
上了纸巾，这样就不用买饭店提供的餐巾
纸了。

有网友跟帖调侃：“舍得花几百元吃
饭，却舍不得花两元钱买餐巾纸。”

可刘语熙觉得这样挺好：“吃饭付钱和
买纸巾付钱是两个概念，这家店的饭菜口
味独特，不具有可取代性，但是纸巾都是
一样的，不如自备省点钱。”

同样热衷于把钱花在刀刃上的，还有

喜欢网购的闫红。对于如何在网购平台用
最少的钱买最心仪的商品，她玩得头头是
道。“平时的促销活动，还有一些参与砍价
的小游戏，我绝不放过。每次结算时，看
到自己又省了几十元钱，心里特别满足！”
闫红说。

除此之外，为了存钱，闫红还养成了
记账的习惯。“最开始是用本子记，但现在
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
者免密支付，很容易遗漏和忘记，我就在
手机上下载了记账软件。养成了随时消费
随时记账的习惯之后，确实减少了一些不
必要的花销。”闫红说，在年轻人中间，借
视频会员、外卖拼单的情况特别常见，“薅
羊毛”更是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种小乐趣。

要养成正确的消费观

“愿意花的必须花，没必要的绝不
花。”杨阳这样定义自己的消费观。

其实，许多年轻人虽然工资不高、生
活费不多，但对于哪些钱值得花，什么钱
没必要花，内心都有一杆秤。

“种草”小半年，大学生申志鹏购买了
一款掌上游戏机，“买游戏机用的是奖学金
和勤工俭学攒下的钱，有能力买自己喜欢
的东西，这种感觉特别爽。”

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特征，一方
面舍得花钱，另一方面却热衷省钱。心

理学专家认为，这属于常见的“心理账
户”范畴，即人们会把各种支出或收益
划分到心中不同的“账户”中，而这些

“账户”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互通的。上千
元钱的鞋子符合他们的消费心理预期，
所以不会觉得贵，说买就买；2元钱的纸
巾不在消费预期之内，让他们消费就不
大容易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很多年轻人尤其
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一定要养
成正确的消费观，要避免冲动消费、不合
理消费和超前消费行为。比如，可采取记
账的方式，做好消费平衡，反思自己的每
笔支出是否有价值、有意义。

顺着河流、坑塘一路巡查，几
乎可以去到青县每一个村庄。臧俊
英的故事，就藏在这些水波荡漾的
地方。

58岁的青县供电公司退休职
工臧俊英，是青县快乐阳光爱心协
会的副会长。今年是她成为民间河
长的第五年。不久前，生态环境
部、中央文明办公布了 2023 年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
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百名最
美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臧俊英
是我市唯一入选者。

尽管成为民间河长的时间并不
长，但这早已不是臧俊英第一次凭
此获奖——2019年沧州市第一届

“民间河湖长巾帼志愿服务”先进
个人、2019年沧州市首届“最美
河长”、2022年度沧州“优秀民间
河长”。5 年来，她开展河湖巡
护、进行保护宣传、搭建政府与群
众沟通的桥梁……每天忙得团团
转。

河长不是“官”

这段时间，向臧俊英道贺的人
络绎不绝，这其中不光有亲朋好
友，还有不少她在巡河时遇到过的
村民。人们提及最多的，除了她的
辛苦付出，就是一天比一天清澈的
河流坑塘。

可就在5年前，臧俊英刚刚成
为民间河长时，她甚至不清楚河长
到底是个什么“官”。

那时，臧俊英参与公益事业已
经很多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得知市里成立民间河湖长行动中心
的消息。“每个县市区都选出了自
己的民间河湖长，都是经常参与公
益事业的老朋友、熟面孔。大家一
起努力，保护辖区内的水域生态环
境。”臧俊英从小在青县长大，不
管是穿城而过的大小河流，还是散
布于各个村子的坑塘湖泊，都在她
心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也正
因如此，一听说民间河湖长行动中
心是为了保护河湖而成立的，她就
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

从那时起，臧俊英便知道了，
河长不是“官”，可河长要操心的
事儿却不少——检查水域是否清
洁、畅通，排查是否存在非法排
放，捡拾水域附近垃圾，劝导制止
私搭乱建、乱砍乱伐等行为，向群
众普及环保知识，将问题及时反馈
给有关部门……

5年来，臧俊英每天都出门巡
河，有时一天两次，有时会更多。
青县的河流、坑塘遍布辖区，每次
巡河，她都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走
上二三十公里。

臧俊英会开车，可不管多远，
她每次都选择骑电动车。这是因为
巡河要紧沿着水边，这些地方大多

不好走，有些地方坑洼不平、荒草
丛生，开车不仅不方便通行，还不
利于随时查看。

专爱管“闲事”

每天一大早，臧俊英都会准时
上岗。

在外人眼里，臧俊英就像着了
魔一样——巡河一天不落，哪怕刮
风下雨，别人想的是恶劣天气路不
好走，她想的是肩上的责任重大；
看见垃圾就走不动路，电动车车筐
里常年放着一个捡垃圾的夹子，哪
怕出去旅游，也会把注意力放在当
地的水域上……

“巡河不能光在河堤上看，还
得下到水边探一探。比如，如果某
片水域的水体颜色明显有别于相邻
区域，附近就很可能藏着偷排污水
的管道。”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臧
俊英就会像福尔摩斯一样，想方设
法把原因弄清楚，再把结果上传至
相应平台。

在巡河过程中，臧俊英没少受
伤。有一次，她独自去巡河，不知
不觉就走到了距离县城很远的地
方。她下到水边捡垃圾，不小心踩
空崴了脚。当时周围连个人影都没
有，她在河堤上坐了半天才缓过劲
儿来，一瘸一拐地爬上了河堤。可

即便这样，也没忘了带上刚刚捡到
的垃圾。

臧俊英特别爱跟垃圾较劲，熟
悉的人都知道。

有一次，她去亲戚家串门，看
见村里存在随意堆放垃圾的现象，
她特意向村干部建议：“应该建个
垃圾池，将垃圾集中存放，安排专
人定期清理。”

平日里，臧俊英喜欢和朋友一
起自驾游。路途中，看见路边有垃
圾，她就会停下车，把垃圾捡起
来，放进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要
是看到有人正乱丢垃圾，她不光要
上前阻止，还得做半天思想工作。

有人觉得臧俊英多管闲事：
“垃圾又没扔到你门口，你管得着
吗？”

也有人以为当河长有工资，不
止一次地问她：“一个月能挣多少
钱？”

“当河长不仅不挣钱还很累，
但这种付出和钱没有关系，环境保
护本来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臧
俊英的回复让人心服口服。

满满的幸福

几年时间，臧俊英跑遍了青县
的每一片水域，看到过很多次令她
终身难忘的景象：一次是在雨后，

夕阳西下，阳光在水面上映照出人
的影子，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
暖色；还有一次是在清晨，连片的
坑塘大洼，鸟声婉转，晨星入眸，
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

臧俊英说，追逐河流，记录河
流，探寻河流，这是一个对自然逐
渐产生敬畏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
中，她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起初，臧俊英巡河时，总会遇
到一些对这项工作不理解的人，如
今，这些人不但和她成了朋友，更
成了她的“战友”。

臧俊英的孙子今年 3岁了，1
岁时就被奶奶抱着去参加公益活
动。在臧俊英成为民间河长的第二
年，她的姐姐也成为了一名民间河
长，并在其后获得了沧州市第二届

“最美河长”的称号。还有臧俊英
80多岁的父母、6岁的小侄子以及
姐夫，也都加入到了巡河的行列，
巡河护河已经成为这家人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臧俊英说，如今的她，生活中
有 3 件事最重要：当河长、做公
益、看孩子。“这 3件事虽然都很
累人，但也都会让人感到幸福。你
看，现在河水越来越清，环境越来
越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
行 列 ， 说 明 我 们 做 的 事 有 意
义。”臧俊英说。

河长是个什么河长是个什么河长是个什么“““官官官”””

民间河长臧俊英入选民间河长臧俊英入选““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

新营业的商场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新营业的商场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