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杭州开展“环境提升”大整治以来，很多

地方在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因地制宜破解难

题。在上城区南星街道，一次性餐盒、奶茶杯、塑

料袋、易拉罐等这些原来归为其他垃圾的，将被

作为“低值可回收物”，投放进蓝色垃圾桶，便于

统一回收。

日前，南星街道紫花埠社区在钱江国际垃圾

分类投放点启动低值可回收物收运试点，探索推

进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今年年底，这种模式将在南星街道更多社区

推广，使全区可回收物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南星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生活垃圾作为“低值可

回收物”后，将由专门的再生资源企业进行回收处

理，减少焚烧、填埋等处理方式，大大减少处理其

他垃圾带来的负担和危害。 沈佳盈 周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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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以‘一店带一片’的形式，形成共管合力。”

“我建议定期评选‘垃圾分类示范户’进行表彰⋯⋯”日

前，位于杭州桐庐三合路的桐心园民情“议”站里，传来阵

阵讨论声，商户代表、执法队员、环卫人员、居民监督员围

绕瑶琳路、迎春南路沿街商户的垃圾分类事宜展开讨论。

今年，桐庐县城管局依托全县 6 个城管驿站，打造民

情“议”站，建立一个由党员志愿者、商户店员代表、行风

监督员、环卫作业人员等组成的多元议事平台，通过定期

召开会议，面对面交流，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

“议站上线三个月来，已协调解决城市管理相关问题

10 余个。”桐庐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议”站为载

体，构建“动态报事、自查自管，定期联盟、合力共管”的自

治体系，通过“我来提、他来议、你来办、大家评”的方式，

破解“你走我摆、久而难解”等城市管理难题，全面提升城

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打造自治管理共管圈体系。 宋新海

桐庐：驿站变“议”站 打造自治管理共管圈
走进富阳银湖街道云水山居小区，这里道路干净，交通有

序，各类垃圾有序地“躺”在各自垃圾桶中。“垃圾分类工作刚开

始推行时，很多业主不太理解、不肯配合，但随着各项工作逐步

落实，措施不断完善，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我这个‘守桶人’也省

心很多。”云水山居垃圾分类专管员方年玉乐着说道。

垃圾分类无小事，保护环境靠大家。今年以来，银湖街道围绕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的目标，以垃圾分类示范村和示范小区的创建为牵引，全面推进

各项工作。目前，街道22个行政村和8个社区全面完成“撤桶并点”

工作，投放点数量从开始的1755个到现在的102个，减少了94%。

街道还招聘 71 名垃圾专管员，在“定时定点”投放清运期

间，全程值守，并通过宣传、劝导等方式提升群众分类意识。同

时，向集镇658家沿街商铺发放分类垃圾桶，制订“定路、定车、定

时、定责、定频次”的六定分类收集实施方案，落实每日收运，商

户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大幅提高。 洪伟 吴妙惠

富阳银湖街道：深化推进“两点法”投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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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吴帆，是建德市城管局

数字城管中心主任、中共建德市城市

管理局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委员。

12月8日零点28分，他还在微

信上向局长汇报工作；12月9日早上

8点多，同事发现他倒在了办公室里。

发生了什么？这8个多小时的

未知牵动着每一位建德城管人的

心。送医后，大家才知道，正值壮年

的他，突发脑溢血才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每一个人都在默默祈祷着“醒来

吧，吴帆！”

钱报记者从建德市城管局了解

到，9日晚21时30分左右，吴帆在浙

医二院滨江院区顺利做完手术，转入

重症监护室观察，但还没有度过危险

期。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医院，见到

了吴帆的爱人蓝翔，了解到他病情的

最新进展。

凌晨0时28分，他还在微信上汇报工作

上午8时多，突发脑溢血的他被发现倒在办公室

吴帆加油
大家都在等你醒来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徐康

妻子说：
他一周能在家住一晚上算不错了

方顺，是吴帆在数字城管中心的同事，也是事发

现场的目击者之一。吴帆平时工作繁忙，经常忙到深

夜，就在办公室里对付一晚。但昨天上午，方顺看到

吴帆办公室里灯亮着，座机铃声响个不停也没人接，

就觉得有些奇怪，但没往坏的方面想，“后来，领导找

吴帆有事，怎么都找不到人。我们推开门一看，这才

发现他倒在地上⋯⋯”

大伙又拍又喊，都叫不醒吴帆，赶紧叫了120送往

建德市一院。路上，有人通知了吴帆的爱人蓝翔。

方顺回忆，当时吴帆是昏迷状态，喊他也说不出

话。吴帆被送至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生初步

判断为脑溢血。

记者在浙二滨江院区见到蓝翔时，一夜没合眼的她

看上去很憔悴。她告诉记者，昨天手术后，医生告诉他

们，虽然颅内的淤血清除还算顺利，但术后的三至五天

是关键期，如果有新的出血，就需要二次手术。

从昨天手术到现在，她没能再见上丈夫的面。昨

天当她赶到建德一院时，吴帆左半边的躯体对刺激没

有反应，医生建议转院。到了浙二，做完手术，吴帆直

接进了 ICU，不能探视，“上午要做 CT，等会推出来的

时候，也许能看一眼。”蓝翔说。

在她的记忆中，吴帆一直很忙。不过以前，虽然

也常上夜班，但不至于天天熬夜，科室里同事之间还

可以轮一轮。今年 6 月担任数字城管中心主任后，吴

帆既要抓数管中心各项工作，还要承担城市大脑便捷

泊车系统每日的数据统计、分析、汇报。由于系统的

数据每天凌晨更新，吴帆每天都至少要忙到晚上12点

多才能休息。

“一星期，能在家住一晚上就算不错了，基本都睡在

办公室里。即使回家，也是得熬到12点多。”蓝翔说。

在街道工作的蓝翔，最近忙着村级组织换届，这周

也没回过家。她哽咽着说，如果平时他上下班都很规

律，晚上没有回家，自己和老人肯定会打电话询问，联系

不上肯定要赶到单位看看，不至于等到早上八点多才发

现，“就因为他不回家是常态，回家倒是例外，所以我们

都没想到⋯⋯现在，我只求他能活着。康复这些，以后

慢慢再说。”蓝翔说。

同事说：
他亲力亲为，加班成为常态

昨天晚上，方顺告诉记者，最新的

CT 结果显示吴帆情况还不错。虽然还

没有恢复自主意识，但没有发现新的出

血。

责任心重，凡事亲力亲为，是方顺对

吴帆的评价，“虽然是部门领导，但从来

不当甩手掌柜，最辛苦的活总是自己担

着。”

一 直 以 来 ，吴 帆 都 是 同 事 们 的 标

杆。方顺说，今年夏天，新安江水库九孔

泄洪。当时，还在中队的他与吴帆分配

在严州大道上的同一个值守点位。为了

挡住倒灌的洪水，吴帆和100余名城管队

员、环卫工人一起，用麻袋装砂石，用

2000 多个沙袋筑起 400 多米长的防洪

堤，保住了周边的小区、商铺和地下车

库。奋战之后，吴帆湿透的衣服、头发，

雨鞋里泡得发白的双脚，让方顺印象很

深。

“12月8日晚7点，我们有一个会议，

吴帆迟到了 15 分钟。他说，下午去桐庐

开会，刚结束就跑过来了，晚饭也没吃。

这个会，我们一直开到了晚上近10点，吴

帆又一个人去了办公室，说要去更新数

据。”队员胡琳很后悔，为什么没有觉察

到吴帆的不舒服，为什么不劝他回家休

息？

“微信头像是宝贝女儿的照片，朋友

圈常常晒宝贝。”这是同事们看得见吴帆

的改变，对吴帆来说，2017年到来的宝贝

女儿令他有了一颗更柔软的心 。而昨

天，吴帆女儿的一句话“爸爸加油，我要

看爸爸”更是让在场人员泪目。

让我们一起，祈祷吴帆快快醒来。

同事们送他去医院

吴帆在工作中吴帆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