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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23日讯（记者 叶长
文）“来爱心超市可以免费带走你想要的

书籍、玩具、衣物，也可以捐献物资献爱

心。泰龙城还设有大舞台，每天下午都

有精彩歌舞表演，欢迎大家来这里享受

愉快的春节假期。”设于海口泰龙商城的

“妈妈环保团”爱心超市话事人蒋付军是

一名资深志愿者。他和家人曾入围2022

“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上榜

住建部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做

环保、献爱心，是他和家人生活的主场。

谈及设立爱心超市的初衷，身为海

口白沙门环保教育站站长的蒋付军说，

这些年，环保站接收到很多人捐赠的书

籍、玩具、衣物等物资，“我们就想能不能

建一个爱心超市，让大家有需要就来免

费领取。”2024年6月，这个想法得到海口

泰龙商城负责人吴锦琼的支持，免费提

供了近200平方米的场地供他们开爱心

超市，一件件旧物“奇幻漂流”到这里就

有了“落脚点”。

“妈妈环保团”每一位成员都时常来

爱心超市做义工，他们耐心地为周边居

民和参观者讲解，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

免费拿走所需的物品；如果愿意，也可以

捐1元或任意金额来支持公益事业，甚至

可以用家里闲置的物品来交换。

蒋付军说，超市的所有收入都会直

接捐给“海南省慈善总会白沙门环保站

公益基金”，并在网上公开，接受大家的

监督。

来听听故事：
三代人携手走上公益环保路

“我和家人在海口生活30多年了，早

把这边当家了。”20世纪90年代，蒋付军

和家人从河南来到海南创业，怎么也想

不到，一个小小的烟头会点燃他的“环保

梦”。有一天，蒋付军在公园锻炼时，看

到有游客随手把烟头扔在地上。那一

刻，他心里一动，就把烟头捡起来扔进了

垃圾桶。“海口那么美，我们有义务守护

身边的美好。”他说。这个简单的举动得

到周围人的点赞，也促使他日后在环保

之路上越走越坚定。

2017年，在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的支

持下，白沙门环保教育站应运而生。“环

保站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做垃圾分类的

宣传推广，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环保的

重要性，知晓垃圾分类要怎么样做，重要

的是落实到每个家庭。”蒋付军说。

谈及自己做公益的初衷，蒋付军说，

“得益于老母亲的引领和支持。我的老

母亲总是力所能及帮助有困难的人，从

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这种家庭氛围

中，全家人现在都把环保公益事业当成

了生活主场。”

蒋付军80多岁的老母亲赵月英每

天坐在裁缝机前，坚持用废旧布料缝制

精美环保布袋，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

“少用一个塑料袋，多给地球一份爱”的

理念。如今，她已经送出了将近7000

个环保袋。

受哥哥蒋付军的影响，蒋军伟也全

身心投入白沙门环保站的志愿服务

中。2020年，蒋付军兄弟俩和赵月英入

围“感动海南”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

蒋付军的儿子蒋坤如今也自觉“接力”，

为了更好地从事志愿服务，他还自学电

器维修，成了环保站里的多面手。

来看看演出：
表演团队来自五湖四海

去年11月底，“妈妈环保团”把白

沙门环保站举办公益演出的经验复制

到了海口泰龙城。从爱心超市门口直走

几十米就可以看到泰龙大舞台，每天下

午3点到5点，都有节目在这里上演。

“40多天了，一天都没停过，节目也

不重复，有京剧、琼剧、豫剧、小品、歌

唱、舞蹈等。”海口群众艺术团团长王铁

琛说，从8年前开始，他们每周末都去环

保站做公益演出，结识了蒋付军，因为

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大家成为志同道合

的朋友。后来演出团队越来越壮大。

1月16日上午，蒋付军带“妈妈环

保团”志愿者给海口市社会福利院送新

春义演。他们带了礼物给老人们过生

日，那天，老人们都很高兴。当天下午，

他又来到爱心超市，跟团长对明后天的

节目。蒋付军说，海口群众艺术团有100

多名团员，一个“善”字，把大家的心都

系在一起了。只要有观众来看，演出在

春节期间也“不打烊”。

海口泰龙商城内的“妈妈环保团”爱心超市。记者叶长文摄

蒋付军蒋付军。。记者记者叶长文叶长文摄摄

泰龙大舞台每天上演不泰龙大舞台每天上演不
同节目同节目。。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海口1月23日电（记者陈凯
姿、黎多江）海南文昌清澜港，船倚着几

十平方米的渔排，停靠在离岸两公里的

海面上。孩子正在午睡，40岁的疍家渔

民冯学琼双手伏在舷上，静静看着妻子

修剪新衣服上的线头，暖意萦绕在这座

水上小屋。

疍家人是我国华南沿海地区逐水而

居的渔民。他们以船为家，世代耕海牧

渔，不在陆地置业。冯学琼的家族在海

南生活已有100多年，到他已是第四代。

每年临近春节，海南人喜爱的马鲛

鱼是必备年货之一。疍家渔民纷纷抓紧

时间出海，将新鲜肥美的马鲛鱼送到岸

边，等待人们采购。

百十年前，疍家人“出海三分命，上

岸低头行”。为了方便迁徙、照看船只，

疍家人在离岸几十米至数公里的海湾水

面上扎起浮材，用木头或铁皮建造房

屋。在水上生活，每天摇摇晃晃，还容易

患上关节炎；撒网捕捞看天吃饭，运气差

的时候经常空手而返；海上没有集市，上

趟街都要坐小船爬码头；渔排上不通电，

食物无法保鲜……最可怕的是，出海期

间一旦遇上龙卷风、雷阵雨，就得匆匆

撤离。

如今，疍家渔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已

然变了模样。

从祖辈的放网、拖网、排钩捕鱼，到

现在的垂钓作业，现代科技已经取代了

“时灵时不灵”的传统经验。冯学琼告诉

记者，各种设备仪器可以替人观天文、辨

潮水、识礁盘、看鱼群；出海前，精准的天

气预报让渔民能够避开雷雨风浪；下锚

抛饵，只要鱼儿咬钩，自动报警器就会提

醒渔民起竿；渔船不用掌舵，能够直接定

位导航、自动驾驶。

疍家人选择居住的水域，也离陆地

越来越近。渔排上家家户户通了电，电

视、冰箱、空调齐齐整整。冯学琼每隔两

天就要和妻子上街，购买生活物资。孩

子们上学住校，再也不用操心接送问题。

近年来，海南三亚、陵水、文昌等沿

海市县修复近海生态、发展休闲渔业、促

进渔旅融合，许多疍家人找到了新工作，

纷纷“往岸上走”，告别了风餐露宿的海

上生活。

经常满载而归的冯学琼，终于不担

心马鲛鱼的销路了。他和本土马鲛鱼品

牌合作，自己只管深海捕捞，渔获通过互

联网平台走向全国各地的餐桌。

几十年来都在海上过年的冯学琼，

今年也不例外。妻子早早备好了疍家人

在大年初一要吃的斋菜食材，特意留下

的上好马鲛鱼被分成几份，送给了亲戚

朋友。

“这个春节要来点‘新花样’，挂个灯

笼、贴上对联、点燃烟花、对酒当歌。”冯

学琼说，“希望今年好天气更多些，多出

几趟海，让一家人生活过得更好。”

疍家渔民冯学琼在文昌清澜港近海的家。新华社记者黎多江摄

疍家渔排上的烟火

志愿者蒋付军：

爱心超市公益演出“益”起传递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