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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垃圾分类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有很

多居民不理解、不配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分

类宣传家喻户晓，再加上各项措施不断完善，我这

个‘守桶人’也省心多了。”日前，走进金华市婺城

区城北街道红湖路社区常乐小区，只见这里道路

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居民吴林仙说：“现在垃圾

分类工作越来越轻松。”

去年，常乐小区全面铺开“撤桶并点”工作，小

区内原先的五个垃圾投放桶全部撤销，合并成一

个投放点，76岁的吴林仙主动认领了这个投放点。

自从当起“守桶人”后，吴林仙每天必做的一

件事就是到投放点位仔细巡逻一遍，看到居民分

类不正确便主动上前热心指导。此外，她还会在

投放点宣传分类知识，手把手指导居民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居民的分类意识也从原先的“要我分”

逐渐转变成为“我要分”。“现在大家都能自觉投放

到点位上，还分好类。”吴林仙说。

同样，在城东街道旌孝街社区，也有一支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先锋队”，他们每天头戴红帽子、身

穿红马甲，通过组织开展入户宣传、点对点教学、

投放点引导等方式，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分类准确

率。截至目前，已有18位居民加入到志愿服务的

队伍中，在定时、定点和引导居民自主分类投放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近年来，婺城区深入推行“5+X”垃圾分类工

作体系，开展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积极倡导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居民、社会组织、商户等群体聚力联

动，创新机制，共享经验，筑牢了垃圾分类的“群众

基础”，在垃圾分类“最后一厘米”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通讯员 许珂 本报记者 胡芸

金华婺城区打通垃圾分类
“最后一厘米”

本报讯 11 月 17 日清晨，在杭州临安区

湍口镇桐坑村，垃圾收集员朱昌德在一农户

家门口停下车，非常利索地把装有智慧“芯

片”的小绿桶往全智能称重系统一体式收集

车上放好，“嘀”的一声，摄像头完成了用户

身份识别、拍照，并将分类准确情况及计量

数据及时上传到智慧监管后台。

如今在桐坑村，家家户户门口普通的分

类垃圾桶都安装上了智能芯片，摇身一变成

为智慧垃圾桶。农户垃圾投放得正不正确、

投了多少重量等数据，都会被摄像头看得一

清二楚，并将相应数据传回后台电脑。

“通过数字监管平台，我们对收集员每

天的收集情况和每户人家的垃圾分类准确

情况都一目了然。”桐坑村生活垃圾智能化

监管负责人说，小小芯片，可以收集每户垃

圾产生量、追溯不合格垃圾来源，可以远程

监控，自动积分统计，通过智慧监管，健全

常态巡查机制和积分兑换奖励机制。目前，

桐坑村实现了智慧垃圾桶 100%覆盖，村民

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通讯员 潘喆

小绿桶有大智慧

湍口镇大数据管理垃圾

本报讯 近日，杭州富阳区新桐乡开展第三

轮“清洁家园”大比武活动。在扎实有序推进村

级组织换届工作的同时，将竞职舞台搬到了清洁

家园的“战场”，真正做到了“干中选、选中干，两

促进、两不误”。

当天上午，全体乡村两级干部以及来自区城

管局、乡辖企业、学校、社卫中心的5名特邀评审，

按照美丽庭院“八无”标准对 7 个村 14 个比武网

格的区块整体风貌、农户庭院环境面貌、垃圾分

类情况进行实地评比、现场比武。

据悉，在本期大比武活动中，有的村通过危

旧房整治、拆后利用将村内闲置空地建起了“口

袋公园”和“生态停车场”；有的村农户通过就地

取材、旧物利用营造了富有乡土韵味和文化内涵

的美丽庭院；有的村通过化曲为直、拓窄为宽，打

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米”的堵点和痛点。获得

本次区块比武第一名的新中村妇联主席赵宏珍

说：“农户庭院有没有变好，垃圾分类正确率到底

高不高，都是评定村干部工作的标准，接下来我

们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通讯员 项楚东

富阳新桐乡开展“清洁家园”大比武富阳新桐乡开展“清洁家园”大比武

本报讯 近日，湖州安吉第八小学开展了一

场“小鬼当家、公益先锋”垃圾分类专场活动，小

朋友成为小区管家，和家长一起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此次活动有超过 100 个家庭报名，宣传覆盖

上千名市民，纠正分类不规范行为300余起。

无独有偶，灵峰街道举办的“小手拉大手”主

题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参与。在现场，

工作人员和亲子家庭共同参与活动，通过签名倡

议、趣味游戏、接力通关三项活动，让家长和小朋

友在游戏中更加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

顺利“通关”的小朋友还将获得“小小文明宣传大

使”聘书，让孩子成为宣传大使和环保卫士。

昌硕街道则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形成“村

社为片、小区为格、住户为点”三位一体的“大网

微格”体系，由村社书记担任垃圾分类组长，村社

班子任网格长，下设 183 个微网格，整合业委会、

物业、小区党员、居民代表、志愿者、城管、公安、

环卫等力量一同加入网格宣传。

此外，为了提升居民投放准确率，社区每天分

时段安排志愿者在桶边轮值督导，增设二次分拣环

节，以做给居民看、帮助居民分、督促居民干“三步

走”的方法，引导居民准确分类、坚持分类。已有

200多名志愿者奔赴桶边督导岗位，发放宣传资料

10万余份。

今年以来，安吉县积极发动各界群众广泛参

与垃圾分类，唱响垃圾分类“大合唱”，形成人人

知晓、人人支持、人人分类的社会氛围。

通讯员 孙鹏伟

网格化管理 安吉唱响垃圾分类“大合唱”

本报讯 后岩村位于杭州桐庐分水镇，

三面环山一面水。11 月 17 日，尽管不是周

末，仍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个“3A 级景区

村庄”。

以前“一个筐”，现在“四个桶”；过去减

源头，而今再利用；曾经“嫌麻烦”，时下“好

习惯”。为了让美丽乡村的绿色更加鲜亮，

今年 5 月，后岩村开始实施更精确更细化的

垃圾分类四分法则，虽然村民还处在适应

期，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

村里有几位老人，分不清分类垃圾桶上

的提示，垃圾分管员便上门现场教学：“会烂

的瓜果蔬菜叶放在易腐垃圾桶，塑料包装壳

等是其他垃圾。”此外，后岩村还完善了“美

家美德”文明微积分考核细则。对分类好的

农户，不仅每年发放现金，还会奖励一定量

的积分。农户还可以把家里闲置的衣物、纸

类、金属、玻璃类、塑料等兑换相应的积分，

用来兑换积分超市的物品。“垃圾分类工作

有序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发展，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提升，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后岩

村相关负责人说，后岩村的每一天都在变得

更美。 通讯员 邱红娟

积分奖励换商品

分水镇为垃圾找“家”
积分奖励换商品

分水镇为垃圾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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