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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西店镇每天会产生100多
吨垃圾，体量相当于一座小山。
随着垃圾持续增加，宁海的垃圾
填埋场早已不堪重负。

面对这个问题，西店镇通过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走上了一条

“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的绿色
环保之路。

没有异味的垃圾站

7月 12日上午 9时，天气已经
非常闷热。

走入宁海西店镇海洋村的垃
圾处理中心，里面干净整洁，闻
不到臭味。要不是看到装载垃圾
的三轮车进进出出，很难想到这
里是一个垃圾处理站。“我们的垃
圾运输车，都是工人们自己设计
和手工制造的，整个车身为封闭
式 。 把 垃 圾 桶 装 上 车 ， 关 上 车
门，很难闻到异味了。”宁波绿邦
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雄
笑着说。

垃圾处理中心的院子里有一
口池塘，红鲤鱼在清澈见底的水
里欢快地游弋。为池塘供水的水

管沿着墙角延伸出来，连接了池
塘和垃圾处理车间。“池子里的水
都来自垃圾渗滤液，经过净化循
环系统处理后，可以达到排污水
的 A 类标准。这些水可以用来养
鱼、场地清洁、环卫车辆保洁，
满足中心内部所需用水。”杨建雄
说，老的处理模式是将污水储存
在 污 水 池 ， 储 存 到 一 定 量 的 时
候，再统一运送到县污水处理中
心。

“原先垃圾不经过分类，直接
填 埋 ， 交 叉 污 染 非 常 严 重 。 如
今，村民简单分拣之后的垃圾，
我们会进行严格的二次分拣。”一
进入车间，就可以隔着透明玻璃
看到分拣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工作。

垃圾站建在村中心

68 岁的陈娇娣退休后，忙于
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我们家里
的垃圾都会分类后丢进门口的垃
圾桶，每天有专人来收，一天至
少两次，方便了不少。”陈阿姨谈
起村里的垃圾清运和保洁服务，
连声称赞。

对陈阿姨这样上了年纪的老
人来说，垃圾混扔了几十年，很
难一下子树立垃圾分类意识。“原
先是有意见的，现在看来以前白

担心了，异味也没有。”现如今，陈
阿姨不光在生活中主动分类垃圾，
关于垃圾处理站选址的顾虑也没
有了。

在人们传统印象中，垃圾处
理 站 带 有 “ 脏 、 乱 、 臭 ” 的 标
签。陈阿姨的家和垃圾处理站隔
了几幢楼房，而一些村民的房屋
与垃圾处理站仅隔了一条路。难
怪当时选址时，村民的反响很大：
垃圾处理站肯定气味熏天，蚊蝇乱
飞，建在村中心，这可不行。一时
间，工程选址成了一大难题。

“如果垃圾处理站运行后影响
了 大 家 的 生 活 ， 我 保 证 让 它 搬
走。”海洋村党总支书记邬建国站
出来，向村民做了担保。

邬建国认为，这种新模式如果
能够有效运行，不仅能够帮助海洋
村走出“垃圾围村”的困境，还能够
提升村民们的生活质量。在征得村
民们的同意后，他向镇里提出了试
点申请。最后，处理站选址在村中
心的一所废弃小学。2017 年 4 月，
海洋村垃圾处理站开始试运行。

实现垃圾不出村

笔 者 看 到 ， 在 垃 圾 处 理 站
内，车间按照不同的功能被划分
成几个区块。有分拣车间、泡沫

塑料车间、大件垃圾破碎车间、
仓储车间等。每个区块都有专人
负责，并配备了机器对相应垃圾
进行处理。

在对垃圾进行精细分拣后，
垃圾处理站把餐厨垃圾通过堆肥
化处理制成有机肥料，将废弃玻
璃和牡蛎壳加工后制成有净水功
能的滤材，对废弃泡沫包装进行
热熔再生，通过这些方式就地让
垃圾变废为宝。“所有垃圾进入站
点 后 ， 进 行 就 地 处 理 ， 经 过 分
类，70%以上的垃圾可以变为再生

资源。”杨建雄说，可再生垃圾都
被安放在仓储车间，可以作为原
料被归置利用。

如今，海洋村每天有 8 吨至 9
吨 的 垃 圾 在 村 内 完 成 “ 自 我 消
化”，处理站还收纳和处理附近两
个村子的垃圾。海洋村试点的成
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西店镇共有 22 个建制村，目
前已建立 3 个处理站，覆盖 10 个
村 。 西 店 镇 负 责 该 项 目 的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环 境 综 合 保 洁 及 资
源 再 生 处 理 项 目 将 会 在 全 镇 推

广 ， 最 终 将 在 全 镇 设 立 7 个 带
有 垃 圾 处 理 功 能 的 中 转 和 处 理
站。每个站点平均覆盖周边三四
个村，日均处理 10 吨至 20 吨垃
圾。

海洋村的垃圾处理试点是西
店解决镇区环境卫生脏乱问题的
一次成功探索，通过新理念、新
模式、新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农
村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再生处
理的无缝对接，让垃圾不出村，
从 源 头 上 实 现 农 村 垃 圾 的 无 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

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再生处理无缝对接

西店推广垃圾在村庄就地处理西店推广垃圾在村庄就地处理

“为老百姓做一件事，哪
怕再小，他们都会记得。他们
会用信任和支持回馈我们，这
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这
是平安创建最坚实的基础。”
在采访中，这句话励金敖说了
两遍。而在现实中，他和伙伴
们也是这么做的。

跳出公安抓大平安。组建
“老励工作室”调解矛盾，成
立“上林讲团”四处宣讲，组
建“鸿雁志愿大队”服务群
众，匡堰派出所看似“不务正
业”的工作创新，却击中了老
百姓的迫切需求。听民意、悉
民情、解民困，把群众放在心
上，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务，
就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平安创建工作由派出所“唱独
角戏”变成全镇各界的“大合
唱”。

因势因时而变，主动介入
基层治理创新，“跳出公安大
服务，服务公安大平安”，匡
堰派出所的这个思路，值得借
鉴。 （何峰）

调解调解、、宣讲宣讲、、志愿服务齐头并进志愿服务齐头并进

匡堰派出所匡堰派出所：：““贴心服务贴心服务””促进大平安促进大平安

上月月底，慈溪匡堰镇石人山村村民赵大叔特地来到匡堰派出所，找到民警励金敖
表示感谢。“前几天我骑电动车时翻入水沟，头撞向石头，幸好听了老励的宣讲，骑车必
须戴头盔，这才免于一难。”他说。这样的场景，时常在匡堰派出所发生。

匡堰是我国越窑青瓷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享誉中外的杨梅之乡。近年来，匡堰派出
所结合沿山小镇特点，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组建“老励工作室”“上林讲
团”和“鸿雁志愿大队”，在全省公安系统首创“菜单式服务企业、全方位服务基层、零
距离服务群众”的服务新模式。在近些年的平安建设中，当地群众从观望到参与，从满
意到感动，推动平安工作由派出所“唱独角戏”向全镇“大合唱”转变。

近两年，匡堰镇刑事案件发生量都下降20%以上，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在98%以上，
成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居沿山小镇。

“基层民警是群众了解党委政
府工作的窗口，代表着政府的形
象。”经常奔走在田间地头，已服
务基层 36 年的励金敖看起来皮肤
黝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他对笔
者说，“公安工作用不用心，群众
一下子就能感受到。”

陈丽春在宋家漕村经营着一家
杂货店，几年前的一天，她收到

“顾客”的 300 元假币。报案后，
民警通过现场走访和调看监控，仍
无法锁定使用假币的人。两天后，
励金敖对当事人进行回访。“励民
警的再次出现让我很意外，我就损
失 300 块钱而已，这么小的事情，
这么热的天，还麻烦他们一趟趟
跑。他当时对我说，目前案件还没
破，人也还没抓到，同时继续了解
点情况。”陈丽春对那一幕仍记忆
犹新，“比我损失大的案件多得
多，没想到派出所这么重视，虽然
案子没破，但我觉得非常舒心。”
励金敖和同事们就是用实际行动，
取得群众的信任。

“只有我们了解群众期盼，会
群众语言，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
务，才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就会稳步上
升。”励金敖说，匡堰派出所每个
月会对辖区内发生的案(事)件进行
分析、归类，梳理线索，收集当事
人意见，及时上门回访。

白彭公路金鸡岙段较为狭窄，
每年清明节，扫墓客一多就发生堵
车，虽然值班民警竭尽所能，但还
是从早上堵到中午，群众怨声载
道。匡堰派出所民警经过一次次勘
查和走访，做通沿线老百姓和企业
负责人的思想工作，清明节当天将
庭院和厂房腾出来，用作临时停车
场。去年清明节，在民警的指引
下，扫墓客的车有序停放在 120多
个临时停车位上，一路畅通的景象
让来扫墓的群众目瞪口呆，连连竖
起大拇指。

做 大 朋 友 圈 ， 增 加 “ 粉 丝
量”。老百姓理解、支持、配合，
公安的路越走越宽。在山区田头、
村陌巷道、百姓家里，老励和他
的伙伴们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和群
众拉家常、话平安，把警务工作
搬到群众家门口。回访完案件，
他 们 总 要 对 受 害 人 千 叮 咛 万 嘱
咐；看到门锁不牢固，他们会提
醒加强防盗。“老励他们说的话，
我特别听得进。”龙舌村村民罗大
叔说。

派出所还牵头成立“鸿雁志愿
大队”，深化群防群治。“志愿大队
有 198 名成员，设 17 个专业小分
队，经常开展平安夜巡、交通疏
导、风险排查等，推进了和谐社会
建设。”匡堰镇派出所所长吴建峰
告诉笔者。

贴心服务群众 夯实平安基础
匡堰派出所的民警在日常调解

中感觉到，不少事情处理不慎，就
会造成“民转刑”。2017 年，匡堰

派出所成立以励金敖命名的“老励
工作室”，选出具有一定威望的乡
贤、年长的村民、镇村党员干部、企

业老总和律师等 30余人，成立义务
调解协会，组建“银发调解、乡贤议
事、热心阿嫂、专家支招、老总评
理”等各具特色的调解团队。

“老励工作室”通过坐堂的
“门诊”模式、上门走访的“急
诊”模式、团队共调的“会诊”
模式，在第一时间介入调处、第
一时间说理疏导、第一时间源头
化 解 ， 使 得 矛 盾 不 升 级 、 不 出
村、不出镇。他们还推行治安分
析机制，每月对辖区发案进行梳
理，形成治安形势状况分析表，
研判易发案部位、类型和重点防
控区域，预测下阶段治安形势走
向，并结合日常走访，及时将研
判结果向群众告知，增强群众的
防范意识。

外来务工人员胡某因劳资纠纷
一时想不开，爬上一处工地的塔吊
准备跳下来……紧要关头，励金敖

赶到现场，对方了解到励金敖来
了，要求老励上塔吊交流沟通。在
消防员的陪同下，励金敖乘云梯升
到 48 米的高空。此前，胡某曾在
建筑工地听过老励讲课，在这个时
候看到老励，他深受感动，经过短
暂而真诚的交流沟通，他放弃了轻
生念头。

“老励工作室”开展会诊时，
由特定的专兼职调解员利用自身身
份特点和工作特长，共同攻坚调处
疑难矛盾纠纷。同时，“老励工作
室”的“老娘舅”的基本情况和调
解特长也上墙公布，群众可根据实
际情况，“菜单式”选择信得过的
调解员。今年年初以来，“老励工
作室”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86 起、
调解案件34起。

成立“老励工作室” 调处基层矛盾

匡堰派出所的民警在 110 接
处警和群众接访中发现，劳资矛
盾、个人建房、土地纠纷等事项
涉及其他部门，需移交或多部门
联合办理解决。同时，不少矛盾
是由于群众对政策的不了解或误
解引发的。

“跳出公安大服务、服务公安
大平安”。矛盾疏导重在预防，
2017 年，匡堰派出所建议当地党
委政府成立“上林讲团”。“‘上
林讲团’起步时只有老励等 4 位
讲师，内容也相对单一，以大平
安宣讲为切入口，突出公安职能
主体，根据群众需求每个月安排2
次至 3次宣讲。”匡堰派出所教导
员魏杰说，没想到群众好评如
潮，他们要求拓展宣讲内容。两
年来，镇里的相关部门纷纷加
盟，讲师阵容从派出所干警的

“小组唱”到各个部门的“大合
唱”，讲课的内容也实现从“盆
景”到“风景”的转变。

目前，“上林讲团”有 16 名
讲师，涵盖律师、教师、医生、
安全工程师以及公务员、村干部
等镇域内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志愿
者。根据辖区治安特点，“上林讲
团”量身定制了扫黑除恶、案件
防范、交通消防、教育医疗、职
工社保等26门宣讲课程。

去年 5 月，“上林讲团”的讲
师来到曾遭受过重大火灾的“大
蜜书”服饰上课，当讲到该企
业 员 工 当 时 奋 不 顾 身 救 火 时 ，
现 场 的 10 多 位 老 员 工 热 泪 盈
眶。“火灾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的 危 害 实 在 太 大 了 ， 如 果 当时
扑救不及时，我们还得另谋出
路。企业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

家！”一个老员工现身说法，动情
地对大家说。

“上林讲团”就这样扎根一
线，寓情于理，寓教于法，走进
群众的心坎里。如今，“上林讲
团”讲师扮演着基层社会治理政
策宣传员、平安和谐保障员、服
务群众贴心人的多重角色，“上林
讲团”也成为一个共建共创共享
的服务品牌。

润物细无声。“上林讲团”的
讲师深入村庄、企业、学校、工
地等，一次次精彩的讲课打动了
群 众 。 收 到 300 元 假 币 的 一 年
后，陈丽春收到一个信封，打开
一看，里面是一些钱，还夹着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悔过自
新的小偷”。“匡堰的社会风气越
来越好，应该是那个人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了。”陈丽春猜测。

成立“上林讲团” 编织平安网络

记者手记

记者 何峰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滢 通讯员 董天天

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垃圾。 （孙吉晶 摄）

励金敖和同事在田间宣讲安全知识励金敖和同事在田间宣讲安全知识。。（（匡堰派出所供图匡堰派出所供图））

励金敖为小朋友上课励金敖为小朋友上课。。（（何峰何峰 摄摄））

““上林讲团上林讲团””的讲师在讲授预防溺水知识的讲师在讲授预防溺水知识。。（（何峰何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