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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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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开发区治水办的李跃平如

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开始了巡河工

作。经过 14 号大街苏宁下沙物流中

心北侧时，一个敞着口子的窨井突然

出现在几米远的地方，“不好，窨井盖

不见了！”他赶紧联系了开发区建设

（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

雨水井旁，藏着一片菜地
凭经验，李跃平知道这是个雨水

井，有两米多深。他仔细打量起这个

雨水井：井圈四周的水泥砖块掉了不

少。往里看，防坠网也没了，直接就能

看到汩汩水流。

“好端端的雨水井井盖，怎么不见

了？”李跃平很纳闷，他在附近走了走。

雨水井紧靠着苏宁下沙物流中心

北侧围墙，距离围墙约两米的地方，有

一排几米高的树，长势很好。树与围

墙中间的地方，是一块暂时未建设的

地，长约五十米。里面却种上了一垄

垄青菜、菠菜、豆类，三个大伯大妈半

蹲着在其间忙碌。“这块位置比较隐

蔽，再加上一排树挡着，从外面根本看

不出来什么。”李跃平说。

“消失的窖井盖或许跟这片菜地

有关。”看着雨水井旁放着的一只白

色塑料桶，李跃平心头浮起个念头，

“会不会是有人取水浇菜挪开了窖井

盖？”

这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提着

水桶，走到一个雨水井旁，很熟练地探

着身子取水。李跃平上前询问，正在取

水的男子说，看围墙边的地空在那里，

就弄了一小块种菜。“我退休了没什么

事，种种菜打发时间。从自家拎水过来

有些路，我看雨水井中的水挺干净，图

方便就想出这么个办法。”男子说，用雨

水井里的水浇菜的不止他一个人，很多

在这边种菜的都有类似行为。

用雨水井的水浇菜，可能有毒
雨水井里的水干净吗？李跃平表

示未必。

“近年来，我们对开发区内一些排

水管道进行‘雨污分流’改造，但在改

造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住户和商铺存在

私接排水管道现象。”李跃平说，由于

很多人对于排水管道不是很了解，认

为只要能排水就可以了，不知道管道

还分雨水管和污水管，所以很多人看

到雨水管离他们比较近，便将自家或

者店铺里的排污管道接入雨水管道

中，有个别企业甚至还将生产废水偷

排入雨水井。这样一来，雨水井里的

水不仅不卫生，而且可能含有大量的

有毒有害物质，用这样的水浇菜，各种

有害物质不仅会破坏土壤，而且也会

随着蔬菜根茎进入叶面，残留在蔬菜

内。食用这样的蔬菜，健康可能会受

影响。

“雨水井那么敞着，要是谁一不小

心踩空了掉进去，可不得了。”当即，李

跃平对取水男子进行了劝导和教育。

李跃平呼吁：无论出于健康还是安全

考虑，都希望大家不要掀开雨水井盖

取水。

目前，这个雨水井的防坠网装好

了，窖井盖装上了，井圈四周破损的地

方也被修复了。接下来，开发区治水

办将加强巡查监管力度。

本报记者 钱慧慧

通讯员 周辰

雨水井敞着大口子
原来有人取水浇菜
治水办：雨水井里的水并不卫生，请不要掀盖取水

开发区自2016 年启动智能垃圾分类及第三方服务项目以来，小区垃圾分类质量普遍有了大幅提升，成功创建省级示范小区2个、市级示范小区5个，位列杭

州市前茅。市人大、市政协和市城管委调研后，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下沙的模式为全市乃至全省“互联网+”垃圾分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建立了行之有效、

可复制推广的样板。

2018年，开发区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在已有15个小区的基础上，新推进40个，实现全区垃圾智能分类小区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目标。

择优选取单位

城管办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成功引进了两家第三方服务企

业，通过建立绩效评估的考核机制，让企业在互为竞争的关系中，

激发潜能，提升服务，真正形成各自规范化、精细化、特色化的可操

作模式。

召开会议动员

城管办、街道专门召集各社区、物业召开了项目推进会，捋清

社区、物业和第三方企业在生活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中各自的

职责分工，社区作为管理主体要充分发挥牵头、组织、协调和考核

的作用，指导物业和第三方企业建立良性互动、互为成就的密切合

作关系。

踏勘现场选址

在智能垃圾袋发放机和资源回收箱的设置问题上，城管办要

求第三方企业以便利性、安全性为前提，除了前期一丝不苟的现场

踏勘以外，还充分征求了街道、社区和物业的意见，并通过公告等

形式向小区全体业主进行公示，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后，最终确定

了设备安装的位置。

组织宣传培训

第三方企业为了让小区居民尽快熟悉、了解智能垃圾袋发放

机、资源回收箱的具体操作方法，除了定期做一些活动，还会进行

入户宣传，而且在推进以后每天都会有指导员驻守设备边上，手把

手教。

推行实名管理

城管办在分发给居民的垃圾袋上都印制了二维码，每月通过

机器免费领用的垃圾袋都将直接与居民身份绑定。方便了第三方

服务企业跟踪调查，为社区针对性开展指导工作提供了便利。

驻点专人指导

城管办专门配备了常驻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主要负责每

天巡检居民垃圾投放情况，对未做到位的居民会根据二维码信息

上门进行一对一指导。若发现有新人，指导员也会随时上门宣传，

并进行信息登记确保每个住户手里都能收到二维码卡。

建立一户一档

由于下沙很多小区租客比较多，成了社区推进垃圾分类的难

点，为此城管办发动志愿者协助第三方服务企业建立一户一档。

针对租客流动性大的特点，为既保证他们能按时领取垃圾袋，又避

免中途搬走造成后续住户无袋可领的情况，制定了押金规则，由租

客先交押金给物业保管，物业直接将二维码智能卡发给他们，可以

每月领取垃圾袋。等退租了，让他们直接拿着二维码牌来小区物

业这里退押金。

敞着口子的雨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