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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居住在海曙区段
塘街道南都社区的朱萍格外忙
碌。除了照顾家人、参与各类社
区活动外，朱萍还肩负着社区垃
圾分类志愿者的职责。她很兴
奋，却也心存忐忑。

困扰朱萍的头号难题，就是
垃圾的定时定点投放和收运。

为了缩短垃圾的存放时间和
周转时间，减少垃圾污染，帮助
社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
惯，“定时定点”势在必行。但

“定时”如何确定时间范围，“定
点”如何选址，都需要反复斟
酌、精准施策。

要“强硬”也要“温柔”

在很多先行探索垃圾分类的
国家和城市，定时投放和收运已
成为必须执行的硬性规定。

不久前印发的《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指南》提到，生活垃圾
投放人应根据所在场所的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公示的投放时
间、投放地点，将各类垃圾投放至

对应的垃圾收集容器内。
对此，朱萍举双手支持。“如

果全天 24小时都能扔垃圾，会对
社区干部、志愿者和桶边督导员
造成很大的压力。集中到一个时
间段后，既能减轻工作负担，又
能提高收运效率，还有助于习惯
养成。”

但细化到具体时间时，问题
还是显露出来了。朱萍的女儿在
上海工作，早早体验了垃圾分类
定时投放和收运。由于工作地点
距离居所较远，她常常错过早晚
各一次的投放时间。朱萍担心，
如果宁波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定时
投放后，居民因错过时间在楼道
里丢弃垃圾，付出的人力成本会
更加高昂。

垃 圾 的 收 运 时 间 也 值 得 商
榷。“现行的收运时间是上午 6点
至 7点和下午 1点至 2点，傍晚倾
倒的厨余垃圾堆积成山，要过一
夜才能被处理。近几日赶上高
温，垃圾量大，水果皮尤其多，
吸引了大量的苍蝇，会影响正常
生活。”朱萍表示，即便居民和志

愿者的积极性很高，也只能对着
满满的垃圾桶“干瞪眼”。

能否制定出合理的垃圾投放
时间和收运时间，兼顾不同群体
的需求？事实上，已有其他城市
做出了这样的尝试。

上海制定出台了 《上海市生
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制度实施工
作导则》，通过精细化管理做到

“一小区一方案”，计划通过安装
监控、设置“误时投放点”等方
式，便于错过投放时间的人群投
放垃圾。广州也尝试增加了“误
时投放点”，同时引进智能化机
器，分析居民投放垃圾的高频时
间段，避免“一刀切”。

宁波各区县 （市） 会根据收
运车辆、收运站点的分布情况，
因地制宜“柔性”设置收运时
间。记者将南都社区居民的建议
反馈给海曙区垃圾分类办后，相
关负责人当即承诺次日行动：“我
们会尽快了解情况并沟通协商，
在确保垃圾收运有序进行的前提
下兼顾居民的需求。”

垃圾投放点“邻避效
应”如何解

相较于仍在探索阶段的“定
时”，“定点”工作做得更早，接
受度更高，但也存在不少顽疾。

实行“撤桶并点”前，南都
社区的8个小区有189个楼道，每
个楼道安放一组垃圾桶，如今已
缩减到 71组，但这和社区的目标
相距甚远。“整个社区约 2400 户
人家，目标是每组垃圾桶覆盖

300 户，目前只能做到每组覆盖
约34户。”朱萍说。

背后的原因，是南都社区居
民楼之间距离过近，没有为集中
垃圾投放点预留位置，致使选址困
难。跟随朱萍在各小区转一圈后，
记者注意到，现有的垃圾桶大多放
置在两栋楼之间，距离二层住户窗
户四五米，远的也只有六七米。夏
天垃圾桶气味大，若将大批垃圾桶
集中到一点，必然会影响到二层住
户，引发抵触情绪。

为此，朱萍和她的伙伴去居
民家里亲身体验，不得不承认，
垃圾投放点的“邻避效应”真实
存在，应设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比较现实的解决方式，是建
设半封闭或全封闭的垃圾房。宁
波不少老旧小区建设了这样的垃
圾房，由清洁人员定期维护。杭
州的部分社区还创新设置“房
长”，要求他们签署聘书，做好垃
圾分类的宣传引导工作。

“南都社区找不到合适的空地
建设垃圾房，‘邻避效应’较难消
除。所以，我们期盼政府或企业
支持社区建设除味、除菌效果更
好的垃圾房。”朱萍说，现阶段她
只能挨家挨户做工作，但她对未
来充满畅想，“开辟低温冷藏的环
境，安装杀菌设备，外观上也做
一些巧妙设计，让过路的居民看
不出、也闻不出”。

对此，市垃圾分类办的回应
也简洁有力：未来会倡导、鼓励
企业加大力度在垃圾分类领域开
展研发创新，为有需求的社区提
供科学解决方案。

宁波探索垃圾分类“双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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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定时定点

样本家庭：
朱萍（海曙区段塘街道南都

社区居民）

分类感言：
都说垃圾分类是新时尚。虽

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依旧满怀
期待成为一名“时尚老人”。垃圾分
类工作很具体、很细碎，容易出现
纰漏，需要我们继续出力，也需要
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桂琳 范奕齐

本报讯（通讯员王思远 记者
徐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张落雁）近
日，江北文教街道翠东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尝到了甜头。“过去，居民们
出门就可扔垃圾，虽然方便但垃圾
点位密集，投放难以监管、难以取
证。”社区党委书记汪梦霞表示，

“撤桶并点”不仅有效解决了监管

难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保洁收运
效率和质量。同时小区巡查和督导
的力量更加集中，开袋检查也更加
细致了。

6 月底，翠东社区柏树花园小
区撤除原有的 11 个垃圾桶点位，
在小区重新设置 2个集中投放点，
成为江北区首个“撤桶并点”试点

小区，开启分类垃圾精准投放和精
细化管理新模式。“‘撤桶并点’后
小区只有 2个垃圾投放点，但通过
精细化管理，垃圾分类投放优秀率
提高到了95%以上。”汪梦霞说，在
她眼中，这不仅是关系到小区生活
环境的一件大事，更是对小区前阶
段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检验。

为了让居民更快地适应这一
新变化，社区前期做足了功课。在
新点位选址上，社区与物业、业委
会查看了小区的各个角落，从距
离、位置以及居民意见等方面，综
合考虑并形成了更加合理的点位
方案。同时，根据小区每天各类垃
圾的产出量，社区按需设定各色垃
圾桶的配置比例。

下一步，社区还将添置遮阳棚
和洗手台，给居民投放垃圾提供更
加舒适、清爽、便捷的环境，并循序
渐进推行定时投放。

江北首个“撤桶并点”试点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天上
午，随着宁波善园公益基金会的印
章盖在协议书上，由宁波善园公益
基金会、宁波日报报网、莫志蔚奶
奶三方联合发起的莫奶奶公共钢琴
公益基金正式成立。据悉，该基金
已经鄞州区民政局正式批准生效。
当天下午，莫志蔚就将购买钢琴的
钱打进了基金账户。

7月10日，莫志蔚老人捐赠公共
钢琴的愿望由宁波日报刊发后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此后，记者进行了近

一个月的追踪报道，引起各界广泛关
注。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浙江新闻
客户端、澎湃新闻、新华社客户端、今
日头条等国内有影响力的媒体纷纷
转载或报道。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
罕默德·尤努斯在甬期间，约见莫志
蔚老人并为公共钢琴点赞。

但公共钢琴后期的运营维护一
度让莫志蔚十分担忧。宁波善园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严意娜致电记者，
表示宁波善园公益基金会愿意负责
公共钢琴后续的管理维护工作。莫
志蔚对此感到欣慰，她说善园是一
个公益组织，在宁波有很强的公信
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是公共钢琴最

理想的合作伙伴。考虑到前期的报
道和推动工作主要是由宁波日报报
网在负责，严意娜和莫志蔚诚邀宁
波日报报网加盟。这一提议得到宁
波日报报网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
并要求旗下媒体宁波日报、甬派客
户端、中国宁波网在新闻报道方面
给予积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
酿，并经鄞州区民政局批准，莫奶
奶公共钢琴公益基金三方协议昨天
正式签署。据了解，莫奶奶公共钢
琴公益基金性质为专项基金，接受
有关部门的奖励或拨款，可接受社
会公众的捐赠，旨在弘扬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便

捷且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东
方文明之都建设添砖加瓦。

据了解，基金启动资金共 20
万元，其中 15 万元由莫志蔚老人
捐赠，主要用于购买钢琴。另外 5
万元由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捐赠，
主要用于公共钢琴的启动工作和后
期的公益音乐活动的举办。

昨天下午 4点，当得悉基金成
立的有关协议正式生效后，莫志蔚
当即将 15 万元资金打进了公共钢
琴公益基金账户。

另据了解，公共钢琴志愿者的
招募工作还在进行中，目前已有
300多名志愿者报名。

莫奶奶公共钢琴公益基金成立

在环保布袋上拓印花草，
而且是真实的绿色植物，这样
的工艺你见过吗？昨天，在鄞
州福明街道明城社区“创客中
心”，小学生和家长在文化志
愿者的辅导下，把收集来的绿
色植物根据自己喜欢的构图方
式摆放在环保布袋上，然后用
石子敲打，把植物本身的颜
色、图形拓印在布料上，产生
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丁安 陈存萍 摄）

环保布袋
拓印绿色植物

本报讯 （记 者周琼 通 讯
员任社 周芳芳） 昨天上午，在
北仑区人民医院，当地一家包装
材料公司的人事主管张先生办完
了公司工伤职工魏师傅的医疗费
用直接结算。据悉，这是今年 7
月 《宁波市工伤保险医疗管理与
医疗费结算试行办法》 实施以
来，我市首例待定工伤职工住院
医疗费直接结算。

据悉，以往职工工伤的医疗
费用和待遇需要等到治疗结束后
才向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报销手
续，新规实施后，这一流程大大
缩短。工伤职工在本市定点医疗
机构门诊或住院就医时，先由单
位或职工自行垫付医疗费(含康复
医疗费)，待定点医疗机构收到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待定工伤”或

“工伤”信息后，其后续发生的符
合规定的医疗费，均可使用工伤
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

单位或职工门诊垫付的医疗费，
按规定到所辖社保经办机构办理
工伤保险医疗费零星报销；住院
垫付的医疗费，办理出院手续时
由定点医疗机构退还。

北仑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7 月 30 日接到该公司工伤
情况的咨询时，他们立刻启动相
关操作，手把手指导和帮助该公
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完成申报，
对该职工进行了“待定工伤”预
认定，并在昨日完成了费用直接
结算。

据悉，按照“先试点、后扩
大”原则，我市将逐步推进工伤
职工医疗费直接结算工作。从今
年 7 月 1 日起，宁波市第一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宁波大学医学
院附属医院、宁波市医疗中心李
惠利医院等 10余家医院列入首批
工伤职工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定
点医疗机构。

工伤就医
不用再自行垫付大笔医疗费
北仑完成全市首例待定工伤职工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

本报讯 （记者廖业强 实习
生袁先鸣）“宁海县大都西城国际
小区 20幢别墅业主在院子里下挖
3 米多深的地下室，导致 20 幢与
21 幢之间塌方，请查处。”8 月 4
日，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投诉。

8月5日下午，记者前往宁海
县大都西城国际小区探访。到达
现场时，记者看到，挖掘工作竟
然还在继续。工人开着挖掘机在
20 幢别墅西侧和南侧的空地上作
业。西侧空地上挖出了一个长约
6 米、宽约 4 米、深约 3 米的大
坑，并与南侧院子里挖出的一个
长约 12 米、宽约 8 米、深约 3 米
的大坑相连。同时，20 幢别墅内
部还有多处墙体被敲除，部分位
置钢筋裸露。

记者注意到，目前，20 幢别
墅南侧大坑与 21幢别墅的墙体之
间，只剩下了宽 0.5 米左右的空
地，而且该处已发生塌方。

大都西城国际物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称，20 幢别墅业主于今
年 5 月底开始在院子里挖坑，开
始时表示只挖个酒窖，但到了 7
月底，他们发现这个坑越挖越
大。一再追问之下，业主才承认
要挖个地下室。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与 20
幢业主沟通了七八次，但对方始
终不听劝告，不肯停工。其间，
他们还多次向当地城管部门反
映，城管执法人员多次来到现场
查看，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来没
有叫停施工。

直至昨日，记者从小区物业
处了解到，宁海县城管部门终
于 责 令 20 幢 别 墅 业 主 回 填 大
坑。据悉，回填工作目前正在
进行中。

两个大坑何时填平？城管部
门如何追责？记者将继续关注。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请
您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宁海大都西城国际业主
私挖地下室导致塌方
物业不解：城管部门多次现场查看，为何均未叫停

郭廷昌

为 庆 祝 8
月 8 日 “ 全 民
健身日”十周

年，我市推出系列健身活动，有
空竹、气功、排舞、击剑、跆拳
道等，还将推出足球、飞镖、壁
球、棒球、滑冰以及广播操、瑜
伽操等公益培训。

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对培
养体育技能、提高竞争能力、增
强活动兴趣等方面都有很大好
处。《宁波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提出，大力普
及 健 身 跑 、 健 步 走 等 参 与 性
强、普及面广、健身价值高的
体育运动项目。此举得到广大
市 民 的 热 烈 响 应 ， 参 加 健 身
跑、健步走的人越来越多，在
江边绿道、公园步道、较清静
的人行道，有些地段达到摩肩接
踵的地步，有人把“日行万步”
成为生活的“铁律”。

世 卫 组 织 将 “ 快 走 ” 列 为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英国前首

相布莱尔带头步行上班；澳大利
亚、瑞士、日本人日均步行 9695
步、9650 步、7168 步。德国有识
之士发起“弃用汽车，步行上
班”的倡议，涌现上千个“走班
族”组织，有一半人经常步行上
下班。

由此想到，以“8·8 全民健
身日”为契机，相关部门不妨设
个徒步健身奖，对健步锻炼和步
行上下班突出的单位、绿道建设
出色的路段，进行评比和奖励。
北 仑 继 去 年 建 成 围 绕 公 园 的 A
环、沿道路的 B 环健身绿道，今
年又建成多条蓝色塑胶跑道、淡
绿色塑胶步行道、黄色园林小道
等，把健身绿道建设得极致。

倡导步行健身，与其他运动
方式并不矛盾。体育项目十分丰
富，具有很强的个性兴趣爱好。
随着我市奥体中心即将建成，将
吸引更多国内外体育赛事在我市
举办，体育兴市、健康城市就在
眼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不妨设个徒步健身奖

20幢别墅南侧院子里深约3米的大坑。 （廖业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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