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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每年三四月间，宁波宁海胡陈

乡的桃花绽放山野，灿若朝霞。3 月 21 日，

第十三届胡陈东山桃花节将如期而至，本届

桃花节以“漫享胡陈·桃醉四方”为主题，开幕

当天，不仅有滑翔伞表演，还有胡陈特色旅游

农特产品展示、特色民宿展等活动。在这里，

游客们不仅可以置身梦幻花海、欣赏精彩纷

呈的演出，还能品尝地方特色的胡陈美食、体

验当地农特产品制作，享受原汁原味的民俗

风情。

胡陈乡位于宁海县东部山区，森林覆盖

率达76%以上。2008年起，为打造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休闲、观光农旅品牌，推动旅游经济

快速发展，胡陈乡以桃花为媒，在每年三四月

举办桃花节，至今已举办十二届，每次能吸引

数十万游客前来。胡陈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桃花节为契机，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推进胡

陈经济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胡芸 通讯员 应远

春天赴一场花海盛宴
第十三届宁海胡陈东山桃花节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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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周六，清晨 6 时。夜色还未完全褪去，家住杭州湖滨街

道涌金门社区染坊弄小区的陈明起了个大早，退休以后，他成了社区的

垃圾分类志愿者，当天正轮到值班。他得赶在 7 点前，准

时到集中点做好清理工作开桶。

老陈在染坊弄小区住了几十年，算上一弄之

隔的横、直饮马井巷，他认得 10 个老墙门、15 幢

居民楼、28个单元门里的不少住户。

2019 年 8 月 15 日，杭州市推出新版《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陈明成了一名志愿者，开始参与“定

时、定点、定投”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一年多来，这位离桶“最近”的人，也成了社区面

貌焕新的第一见证者。

西湖边的老墙门里，有三支队伍紧“盯”着垃圾桶

没有物业，没有业委会
“后进生”染坊弄逆袭成了优等生

本报讯 近日，杭州富阳区百合社区百

合新城通过杭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验

收，这是百合社区第二个市级示范小区。目

前 ，百 合 社 区 垃 圾 分 类 群 众 参 与 率 达 到

100%，正确率超98%。

“这对于成立仅两年的新社区来说来之

不易！”百合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伟萍坦言，辖

区内由于居住密集、人群杂，垃圾乱丢、垃圾

桶满溢等现象频现。

难点与痛点如何破解？社区探索出“1+

X”的模式，即以社区工作人员为组长，责任到

人，包干到组，由“垃圾分类专管员+物业楼道

管理员+党员楼道包干员（兼职楼道长）+垃圾

分类专业指导员+居民志愿者”，上门开展面

对面交流、手把手指导。同时，联合辖区单位

开展系列活动。分类在先，减量为重。为积极

倡导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社区增设

25处智能垃圾回收箱、垃圾袋发放机、旧衣回

收箱等，建立 4 处便民回收网点，同时，通过

“互联网+”新模式，实现对可回收物线上预

约、线下回收。

通讯员 蒋平凡 朱柳燕

自治、智能、志愿
破解垃圾分类难题

有人不解
“扔个垃圾也要管？”

上岗路上，陈明和几个老邻居打了打招呼。老人

们赶早，不少手里都提着垃圾，陈明带上橡胶手套，也

不怕脏，拎着小半米长的火钳就在三五个灰绿相间的

垃圾桶里夹进夹出，为投放做最后的挑拣工作。

“现在这点工作量真不算大，以前一个垃圾投放

点，三个人都管不过来。”陈明笑着解释说，染坊弄小区

是老小区，没有业委会，也没有物业管理，不少房子建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角上的饮马井巷，更有逾百年

历史。这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小区，住在这儿的530

多户人家，有近四成超过60岁，“想要让老人们改掉大

半辈子的生活习惯，分类扔垃圾，不是件容易事。”

2020年5月，尽管事先做了通知和宣传，一大早涌

金门社区党委书记还是听到了不少抱怨：“垃圾桶搞得

这么少，扔个垃圾都不方便了。”染坊弄小区原本每个

单元楼下都有两个垃圾桶，可供居民24小时投放，但

为了提高垃圾分类效率，提升居住环境，垃圾被集中到

两个固定投放点，每天早晚定时投放。投放时间段，由

社区工作人员、保洁人员、居民代表等组成的垃圾分类

志愿小组为居民提供正确的垃圾分类指导。

陈明也是那时候加入了志愿小组，结果上岗第一

天就吃了个闭门羹。“一位老邻居上来就没好气地说

了一句，扔垃圾都要管，真是闲得没事做。”老邻居把

垃圾一倒，甚至不愿再听陈明多解释一句。2 个小时

里陈明接过的垃圾，分好类的还不及一半，分类的准

确也不高，多数都得他再挑拣一遍。

陈明很清楚，垃圾分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陈师傅
你教我分分”

涌金门社区是杭州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试点社

区之一。早在 2010 年，染坊弄 1 号和 2 号的 32 户居

民就试点了垃圾分类“实名制”办法。但家住一墙之

隔的陈明，对垃圾分类概念一直很模糊。

2019 年垃圾分类新标准实施后，他下决心试一

试。家里的厨房一字排开4个大垃圾袋，一张垃圾分

类宣传单就贴在正上方的橱柜上，他摸索了十来天，

才能熟练地把海鲜贝壳、瓜果皮、动物大骨扔进合适

的垃圾袋里。

有了自身经验，老陈和涌金门社区的其他30多位

志愿者，并没有急于求成。“其实大家的心理我都理解，

前几天可能还算新鲜，不到一礼拜不少人就坚持不住

了。”有人抵触，有人懊恼，老陈也还发现，有居民为了

躲避检查专挑非投放时间，将垃圾扔在垃圾桶边。

老陈没急着批评，连着一两周，他每每都是接过

居民们递来的垃圾，拿远了再打开分拣，要是人家愿

意听，他就再唠叨几句分类知识。渐渐地，他发现邻

居们从不耐烦，变成了“陈师傅，你教我分分”，两周之

后，陈明发现当初那位责备他多管闲事的老邻居，在

家里分拣好了垃圾。

“大家养成了习惯，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心情和氛

围都好了很多。”马翔说，一个月的时间，涌金门社区

的垃圾分类准确率，就超过了七成。

不到一年
从及格到满分

涌金门社区，商业中心、商铺、餐饮店、写字楼、住宅

小区鳞次栉比，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各个种类的垃圾。

因此，对于垃圾分类这件“小事”，社区花足了心思。

2019 年 8 月，社区调研了近百户居民及沿街商

铺，形成了社区垃圾分类调研报告，根据调研结果和

居民意见，制定了工作方案。

在此基础上，社区推出了三支志愿者队伍，由社

区党员志愿者组成“红色天使”团队，每月第一个周六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倡导绿色环保等主题活动；家庭

志愿者组成“粉色天使”团队，每月第二个周六开展绿

色环保知识进家门活动；社区内各单位党员干部组成

“绿色天使”团队，在每月第三个周六开展针对性垃圾

分类志愿活动。此外，社区还选出了 12 名少先队员

担任“小小楼栋长”，律己管人，也让孩子们加深了对

垃圾分类的认知。

马翔还记得，刚推出垃圾分类新办法时，染坊弄

小区还是垃圾分类的“后进生”，“60、70 分不在少

数”。不到一年时间，目前小区的垃圾分类率达到

90%以上。在今年2月份全区考评中，小区的垃圾分

类拿到了100分，垃圾总量也较过去减少了2桶左右。

城市在发展，社区的居民也在变化。近年来，涌

金门社区也搬进了不少来杭务工人员，他们晚出迟

归，其中一部分人，对社区全域动员的垃圾分类要求

并不关心。接下来，社区将加大力度，针对这群居民，

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在社区内开展垃圾分

类评比，在提升分类成效的同时，让居民们通过分类

得到便利和实惠。“垃圾分类的‘人心工作’永远排在

首位，更是撬动社区治理的杠杆。我们要从源头树立

居民心中的“大环保”理念，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垃圾分

类在居民中的百分百知晓率和百分百执行率。”马翔

说，社区毗邻西湖，五代吴越国在此建涌金池而得

名。小区的生活环境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希望通过人人参与垃圾分类，让社区环境更加洁

净美丽。

老陈正在检查分类情况

胡陈乡东山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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