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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岱珊已在 26個沿淮村莊建造28座生物淨水裝置。

「「有些患者已經治好了有些患者已經治好了，，還能出去打還能出去打
工工，，這是讓我最高興的事情這是讓我最高興的事情。。我就是要我就是要
做一個導演做一個導演，，讓悲劇變成喜劇讓悲劇變成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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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岱珊霍岱珊檔案檔案

記者驅車兩個多小時來到位於豫東的
周口市沈丘縣城，若不是看到門外

懸掛的「拯救淮河希望工程」牌匾，很難
想像擁擠狹小的街道旁那間不足十平米的
電腦複印小店，就是赫赫有名的「淮河衛
士」的辦公室。

病人目光 觸動環保心
淮河衛士的辦公室本來就很侷促，而一

人高的魚缸又佔去了不少空間。魚缸裡幾
條脊椎扭曲的小魚兒游來游去，「這些是
從淮河裡撈出來的，我們專門弄了個可自
動換水的高級魚缸，不然這些被污染的小
魚兒早就死了」。
記者看到，在辦公室的牆上、櫃子上擺
滿了霍岱珊獲得的大大小小的獎盃、證
書：「中國十大年度綠色人物」、「中國
十大法制人物」、「改革開放三十年環保
人物」、「中國社會創新獎」、「中國扶
貧創新獎」、素有亞洲公益服務「諾貝爾
獎」之稱的「麥格賽賽獎」……
這麼多榮譽加身並非霍岱珊走上環保之

路的初衷。「原本想沿着淮河做一次污染
考察報告，附上拍到的照片，交給政府部
門做決策依據，至多三年完成也就不幹
了。」霍岱珊對記者說，「可在那些水污
染引發的癌症村，看着那些癌症患者充滿
求生渴望的眼神，我再也放不下了，我答
應過，要幫助他們。」

自發募款 助百人重生
從2006年至今，霍岱珊從民間募集100
多萬元的治療藥物，為癌症村39名患先天
性心臟病的孩子免費做了心臟手術，同時
救助了癌症患者200多名。霍岱珊告訴記
者，「有些患者已經治好了，還能出去打
工，這是讓我最高興的事情。我就是要做
一個導演，讓悲劇變成喜劇。」
解決清潔飲水問題亦是當務之急。從2008

年開始，霍岱珊帶領他的「淮河衛士」團
隊，陸續在26個沿淮村莊建造28座生物淨水
裝置，讓18,000名村民吃到乾淨的水。在沈
丘縣東村樓村，老村支書王子清告訴記者，
這幾年死人的事兒少了很多。

揭露違排 遭恐嚇襲擊
在霍岱珊看來，解決淮河污染的長遠之

道，在於遏制企業排污。拍照曝光排污事
實，向有關部門揭露違法行為，是霍岱珊
與排污企業的交鋒方式，而排污企業派人
打恐嚇電話，甚至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飯。
「一次，我做排污調查返回，一夥人堵住
拳打腳踢，砸毀照相機，並撂下狠話『為
什麼打你，你自己知道，不該你管的事情
你不要管』」。不過，霍岱珊對記者說，
「我根本不怕」。
正是因為霍岱珊愈挫愈奮的韌勁，加之

內地不可逆轉的環保大勢，一些企業與霍
岱珊逐漸從對抗走向對話，乃至合作。繼
蓮花味精之後，博奧皮業、味之素氨基酸
公司等企業都掛上了「淮河衛士環境信息
公示牌」，通過公示牌，企業每天公佈污
水處理能力，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如今蓮花味精的排污量大大減少，並從

環保投資中嘗到了甜頭。2010年，霍岱珊
和蓮花味精環保部負責人共同站在一個講
台上，暢談環保理念和變化。往昔對手變
成今日夥伴，這個場景總是讓霍岱珊津津
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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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衛淮河衛士士：：
與十多年前自己需要帶着防毒面具在淮河

邊拍照相比，老霍今天看着淮河水，心情舒
暢多了。他對記者說，今年是淮河水質最好
的一年，人們恢復了游泳、釣魚等近水、親
水活動，漁民也恢復了一年四季的捕撈。在

河南漯河段發現了水質清澈的標識物——素有水
中大熊貓之稱的「桃花水母」。

老霍有四大心願：清澈一條河，現在淮河實現
了85分；綠化一座山，淮河源頭桐柏山目前可打
80分；創建一個模式，行之有效的「蓮花模式」
現在正在拓展，可打90分高分；建成一個流域生
態社區，西蔡河目前生態狀況只能得5分。

老霍要實現上述願景，不僅需要自己再接再
厲，更離不開企業、政府乃至全社會的支持。在
採訪老霍的過程中，記者深深感到，「淮河衛
士」之所以有所收穫，背後離不開相關各方的對
話、合作乃至共贏。

老霍告訴記者，今年，看着小孫女在清澈的淮
河邊上快樂地玩水，是耳順之年的他最幸福的時
刻。聽着老霍的描述，記者腦海中不禁浮現出這
樣一幅場景：企業家、地方政府官員與老霍一起
在清澈的淮河中自在地暢游……

■淮河衛士志願者乘小船排查污染源。 ■全家總動員應對突發性淮河污染。

最大壓力來自地方

保衛淮河 全家總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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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努力需政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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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惡化的嚴峻現實，迎面阻擊的勢單力薄，令內地很多民間環保志

願者的抗爭過程充滿苦情，這一點對於「淮河衛士」霍岱珊也不例外。

不過，他的環保歷程不斷收穫一些喜劇：淮河開始恢復清澈、癌症村治

理初現曙光、污染企業願意接受監督、地方政府與之對話……霍岱珊見

證的這些變化，對於民間環保力量來說帶來些許暖意和期待，畢竟「美

麗中國」的實現，離不開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各方的共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策劃，劉蕊、駱佳、馬靜報道

■■淮河水污染治理走淮河水污染治理走
上正軌上正軌，，水質正在好水質正在好
轉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在內地生態環境的「保衛戰」中，有這樣一支生
力軍：他們沒有官方賦予的權力資源，卻有獻身環
保的滿腔熱情；他們缺乏遏阻地方經濟無序開發的
實力，卻是「反生態」行徑的公共警報器；他們的
專業水平或許還有待提高，但肯定是公眾環保利益
的忠實守望者；他們常常被地方視為「麻煩製造
者」，而實際上是政府環保部隊的民間盟軍；他們

常常遭受這樣那樣的挫折和打擊，但無怨無悔，從
不放棄夢想。他們就是內地生態環境的民間守望
者——環保志願者。從今日起，本報推出環保鬥士
系列專題，從他們的遭遇，折射當下中國生態環境
不斷惡化的困境，從他們的抗爭，感受中國環保原
生動力的正能量，從他們的堅守，前瞻「美麗中
國」生態夢想的未來願景。

編者的話

■■霍岱珊長期跟蹤調查水污霍岱珊長期跟蹤調查水污
染染，，被環保部稱為被環保部稱為「「放在淮河放在淮河
的一雙環保眼的一雙環保眼」。」。

■霍岱珊示範使用生物淨水裝置。 記者駱佳 攝

正當記者在「淮河衛士」辦公室採訪
霍岱珊時，一個頭紮馬尾、腳穿牛皮靴
的小伙推着電動車進來了。「這是我的
二兒子，霍敏捷，現在主要做生物淨水
裝置。」霍岱珊向記者介紹道。

改變孩子認知
霍敏捷大學畢業後原本去深圳一家台
資企業做設計員，但做了不到半年，他
便回家了。「主要是因為我爸。他那時
候拍攝特別有危險性，有可能被一些地
方保護勢力毆打。放不下心。畢竟是自
己的父親，沒辦法。」
他說，跟老爸做環保這麼多年，認識了

很多環保人士，他們都有各自的故事。
「只不過我老爸從來沒有被打倒過。」
霍敏捷大學專業是美術，霍敏捷在推廣
淨水裝置之餘，又撿起了自己的畫筆。霍
岱珊便叫記者上樓看霍敏捷的繪畫作品。
「現在他正籌劃一個民間環保人士的畫
展。」霍岱珊驕傲地向記者介紹。

看着兒子的作品，霍岱珊很欣慰，
「通過做環保，他的認知也在發生改
變，並能在這一過程中激發他新的想
法。這對於他是很好的人生積累。」

事業後繼有人
除了小兒子之外，霍岱珊的大兒子、

兒媳婦、老伴兒現在也都是「淮河衛
士」。「現在做環保，全家總動員。大
鍋飯總是要一起吃的嘛。」霍岱珊說着
笑了起來。
就連五歲的小孫女也有了環保意識。

霍岱珊告訴記者： 「她知道爺爺在做環
保的好事，知道不能亂扔垃圾，不能浪
費水。在我辦環保圖片展覽時，小孫女
都會當講解員了，已經是一個「環保小
衛士」。
「前幾年，總是擔心年齡大了，要做

的事情還沒有做完，這是最傷心的」，
而現在，霍岱珊笑着說，「現在環保事
業，後繼有人了。」

霍岱珊本來不想讓記者隨他進入癌症
村採訪，「最近地方上盯得有些緊」。
2013年初，中國官方研究機構公佈了一
份報告，首次承認水污染導致癌症村的
存在，這讓原本有些沉寂的沈丘縣多個
癌症村再次成為媒體焦點。

癌症村曝光 招商引資難
「都是這個老霍鬧騰的，讓沈丘背上
了癌症村惡名。出去招商引資，人家一
聽說是沈丘的，都撇嘴不願搭理。」在
沈丘縣政府部門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向
記者抱怨道。
霍岱珊做環保，免不了與政府打交道。
他向記者提及2011年年初的一件事：他們
發現淮河部分河段污染加劇，便及時利用
電話、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直接報
告給國家環保部，環保部於3月9日約請
河南省領導到北京會商，快速控制污染態
勢。在霍岱珊看來，沒有中央部門的支
持，他的環保路會更艱難。

支持僅口頭 無實質行動
「地方政府支持你做的環保嗎？」在

駛往癌症村的車上，記者問霍岱珊。他
立刻點頭表態：「支持啊！」再問具體
怎麼支持的，他雙手抱在胸前，扭過頭
去，不再說話了。
沉默了一會，老霍無奈地說，當前做

環保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當地官方，他
們「不願意正視環境污染的問題，擔心
這些影響自己的政績。」
霍岱珊想推廣生物淨水裝置，一直得

不到地方政府的實質性支持。每個人都
對他「笑臉相迎」，但他的建議很少被
採納。
「事實上，我們NGO是在為政府打補

丁。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官員對我們的
態度也在改變。」據他介紹，淮河源頭
桐柏縣就與他們開展過環保圓桌對話，
討論生態立縣話題。因此，霍岱珊並不
氣餒，認為「這需要一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