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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各地还活跃着许多
的环保达人，她们践行环保理念，
演绎了一出出“鲜活”的故事。

今年 67 岁的竺义貌，是宁海
县跃龙街道北星社区的一名退休
居民，又是一位歌舞演艺爱好
者，长期热心公益,“让歌声唱暖
邻里亲情,让爱心传遍你我心灵”
是她的梦想。2012年,她带领一批
志同道合的同伴在宁波创建了

“心动力爱心演艺队”，2014 年又
在宁海组建了跃龙街道心动力爱
心演艺队。她紧贴时代脉搏自创
小品 《和为贵》《婆媳和》《三十
六条就是好》,说唱快板 《时代航
标》《移风易俗唱新风》 等,并自
编自导演出。

自从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
竺义貌积极践行垃圾分类理念，带
领着她的“心动力”团队奔走于各
个社区、街道、乡村，通过快板、小
品、歌舞等丰富多样的文艺形式，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截至目前，该
团队已经开展了 10 余次垃圾分类
志愿巡回宣讲活动。垃圾分类的理
念和知识，通过竺义貌团队的生动
演绎传递到了更多百姓的心中。

其实，在四明大地上，还活
跃着许多与竺义貌一样将垃圾分
类理念根植于心并忠实践行的巾
帼达人。家住鄞州区明楼街道东

海社区景家园小区的张亚红就是
一位。从 2016 年 4 月开始，张亚
红就在东海社区的支持下，带领
一批热心业主，在小区门口宣导
垃圾分类和回收，让小区里的垃
圾变成资源。

走进张亚红的家，清新的花
香拂面而来。被她收拾得一尘不
染的客厅里，除了鲜花、绿植、
金鱼，还有两个垃圾桶。一个放
厨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垃圾，可
回收的东西放在家门口。走进她
的厨房，也是这样两个垃圾桶，
买菜回来的塑料袋被清洗过晾在
窗户上，下次买菜了继续用。

“倒垃圾已经是垃圾分类的最
后一步了，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
可以做。”张亚红说，自从开始垃圾
分类，她家里的垃圾越来越少了。

为了方便小区居民，她在小
区里放了许多废物回收筐，并留
下自己的手机号主动上门回收。

在景家园小区里，经常能看
到一个衣着靓丽的身影，推着小
板车挨家挨户上门收废品。起
初，小区里没有玻璃回收箱，她
收完了玻璃就开车送到庄桥的一
个玻璃回收站。

“开这么久的车送过来，卖这
点钱还不够你油费和洗车费，这
是干嘛？”回收站的人有些不解。

张亚红笑着说，“现在看起来
是有点浪费，但是等大家养成习
惯了就好了。”她就是想让这些东
西能够物尽其用，让资源循环流
动起来。此后，他们小区就有了
玻璃回收箱。

小区里的居民都能主动做垃
圾分类了，她又把眼光瞄到了外
面。她发现小区外面的理发店、
汽车修理店有很多洗发水瓶、快
递箱、废弃塑料，店主们都是直
接丢了。于是，她一家一家地上
门宣传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在
店里放置垃圾袋，定期上门回收。

除了积极影响小区里的人做
垃圾分类，张亚红的“环保版
图”已经扩张到了更大的平台。

她多次受鄞州区、明楼街道
乃至其他区县 （市） 和单位的邀
请，义务巡讲垃圾分类心得和经
验，还通过小品演出宣传垃圾分
类工作。碰到休息日，她还会组
织小区里的姐妹到东钱湖等景
点，边游玩边捡垃圾，身体力行
地影响更多的人。

有人说，“大写”的时代里，
处处有“鲜活”的文明。在垃圾分
类这股强劲的文明之风里，我们看
见了无数的达人主妇，以守护绿水
青山为己任，甘愿为绿色生活添砖
加瓦，扛起了美化家园的旗帜。

巾帼达人助力垃圾分类巾帼达人助力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我们共同参与！”
“ 小 手 牵 大 手 ， 分 类 好 能
手 。”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下
午，由宁波市垃圾分类办、市农
业农村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知识竞
赛决赛在五一广场举行。

各区县 （市）、园区分类办、
农业农村局、妇联的相关负责人，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达人代表、垃
圾分类巾帼志愿者代表、家庭代表
等近两百人，带着响亮的口号和最
美的笑容齐聚一堂，参与垃圾分类
的盛会。

此次竞赛经过激烈的必答题、
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最终决
出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3 组，三等
奖 6 组。北仑区选送的杨松家庭荣
获一等奖。

“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
围城’的必然之路，也是提高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
平，建设‘美丽宁波’的重要举
措。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是其中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市 妇 联 党 组 书
记、主席顾卫卫在比赛现场说，今
年以来，市妇联把生活垃圾分类进
家庭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联合市分
类办、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通过
制订整体方案、印发倡议书、开展
宣传活动、组织业务培训、举办

“我爱我家 垃圾分类”现场推进
会、组建巾帼志愿者宣讲和监督队
伍、选树垃圾分类达人等一系列举
措，以点带面、层层发动、户户推
进，极大地促进了生活垃圾分类进
家庭、进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妇联系统
已累计举办一定规模的垃圾分类宣
传推广活动 4000 多场。

今年 9 月至 10 月，为加大 《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宣传
力度，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进家庭
工作，市分类办、市农业农村局、
市妇联进一步加强合作，联合举办
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知识竞赛，各
地层层举办预赛，动员广大家庭参
与其中。

9 月上旬启动以来，活动获得
了全市广大家庭的关注，在“甬
恋”上开设的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
知识竞赛网上答题有 11.3 万人次粉
丝围观，1.2 万人参加答题。

垃圾分类竞赛，家庭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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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你以为是一
句土味又接地气的问候，其实她是
认真的。

最近，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甚
嚣尘上，各种网络段子层出不穷。
关于垃圾分类的消息从各个维度渗
透进我们的生活。宁波市各区县

（市） 妇联组织也加入了这场全民
参与的“新时尚”，她们坚持红色
引领，巾帼先行，从实际着手，将

“垃圾分类”的理念带入万千家庭。
“垃圾分类，妇女同志可是重

要力量啊！”这天一早，江北区慈
城镇上岙村文化礼堂里热闹非凡，
40 多名村妇女骨干正全神贯注地
聆听专业的垃圾分类培训课程。这
是江北区妇联联合区城管局推出的

“bo 绿花花课堂”之“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专题课程。

一 年 多 来 ，“bo 绿 花 花 课
堂”课程在江北辖区农村、社区、
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巡回开
展，不断提高基层妇女群众关注环
境、垃圾分类、美化生活的意识，
引导她们在实践中认识美、欣赏
美、创造美，打造美丽人居环境。
截至目前，“bo 绿花花课堂”已经
覆盖全区 50 个村社区、20 多家企事
业单位和 10 多个两新组织。这两
年，参与“bo 绿花花课堂”，成为一
名专业的“桶嫂”已经成为江北区城
乡妇女间的新时尚。

在镇海区，巾帼党员志愿者每
天定期开展桶边督导，引导居民们
对垃圾正确分类投放。例如，白龙
社区开展的“全民垃圾分类 家家
户户督导”活动，由志愿者带头，
通过全家齐参与的方式，带动起社
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区妇联还依
托微信公众号、百度百家号等媒体
平台，编写“我爱我家，垃圾分
家”——镇海区妇联助力垃圾分类
巾帼行动系列推文，宣传巾帼党员
志愿者、垃圾分类达人等，引导网
民们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截至 9 月
底，镇海区巾帼党员志愿者参与桶
边督导 4000 余次。

在余姚，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妇
联，结合基层党建和妇联的工作实
际，出台了 《关于组织引导广大党
员和妇女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实 施 方 案》， 发 起 了 “ 党 员 + 妇
女 垃圾分类我先行”的号召。

与此同时，宁海县妇联正积极
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指导广大妇女及家庭科
学 进 行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 姊 妹 护
航”志愿服务队走村入户，将三万
余张垃圾分类宣传单发放到各个乡
镇、街道。象山县妇联则利用新媒
体及基层妇联组织的微信群、QQ
群，主动出击，定期传播绿色小知
识和妇女建设绿色家园的生动画
面，巾帼花式宣讲入脑入心。

随着巾帼力量的加入，各地垃
圾分类工作如虎添翼，成果显著。

“爸爸妈妈，我们家以后丢垃
圾，一定要把快递纸箱和外面包装
的塑料纸分开丢哦。”在 2019 奉化
区兰馨垃圾分类亲子夏令营上，8
岁的王钰小朋友用稚嫩的言语向爸
爸妈妈发出“垃圾分类倡议”，在
场的 15 户家庭也一同在卡片上写
下“垃圾分类家庭守则”。

家庭是生活垃圾产生的源头，
是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最基础的单
元，为了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家庭
的新时尚，不少区县 （市） 妇联纷
纷把目光聚焦到家庭，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

在奉化，区妇联结合兰馨亲子
阅读“四季研学”，在暑期推出了
4 期兰馨垃圾分类亲子夏令营，通
过递进式的内容安排、实景式的参
与体验，让枯燥的垃圾分类知识在
实践中鲜活起来，助力广大亲子养
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在北仑，区妇联结合工作优
势，开启了“小手拉大手 助力垃
圾分类新时尚”专题活动。以小板
凳亲子阅读联盟为龙头，以全区
10 余个亲子阅读基地为依托，将
范围延伸到农村、社区、幼儿园、
学校、港口博物馆、企业商家等，
用“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带动广大
家庭参与分类活动。

在海曙，区妇联紧紧抓住农村
家庭工作这一传统阵地和优势领
域，以妇女为主体，以家庭为基本
工作面，从垃圾减量和分类投放这
一源头上精准发力。今年以来，已
开展“垃圾分类进家庭”宣传活动
100 余场。

与此同时，鄞州区妇联正通过
垃圾分类“五进”——“进农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网络”等方式积极助推城乡垃圾分
类工作开展。慈溪市妇联则通过

“三依托”的方式，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进家庭”。

“垃圾分类，妇女同志是重要力量”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自
甬城开启垃圾分类以来，由南至
北，从东到西，一场以垃圾为主角
的“绿色革命”在这个城市的街
道、乡村的角角落落不停展开。

“垃圾分类记得牢，废物变成资
源宝，循环经济节能源，绿色低碳又
环保⋯⋯”7 月 10 日下午，一场“我爱
我家 垃圾分家”2019年海曙区妇联
巾帼助跑垃圾分类推进会在白云街
道安丰社区举行，该社区戏曲队自编
自导自演的甬剧小品《垃圾分类真正
好》用鲜活接地气的形式，宣传垃圾
分类，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巧借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各类文艺载体，创作编排宁波方
言节目，是白云街道“巾帼力量”
发挥自身特长，助力垃圾分类工作
的生动实例。作为宁波市首批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街道，白云街道不断
扩大“巾帼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广
度与深度，助推垃圾分类提质升级。

白云街道将垃圾分类内容有机
融入现有 286 支巾帼社会组织团队
工作中，其中由 11 个社区 60 名妇
女组成的“白云大眼睛”垃圾分类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是海曙区首个
面向店铺宣传垃圾分类的民间社会
组织。安丰社区“红玫瑰手工坊”
布艺组阿姨们则连续两年利用边角
布料、线头等，设计制作绒裤、口
金包、儿童玩具、环保袋、香包等
布艺品，或者送给敬老院，或者进
行义卖，资金捐给慈善组织。社区
还专门立项，让手工坊的‘公益
球’越滚越大，也让环保理念在社
区内外传播越来越广，社区垃圾分
类氛围越来越浓厚。

目 前 该 街 道 参 与 垃 圾 分 类 的
“功能型”妇女微家 30 余个，“网格
型”妇女微家 104 个，有 230 余名
巾 帼 督 导 员 、 保 洁 员 、 宣 传 员 ，
1700 余名巾帼志愿者。“垃圾分类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要充分
发挥妇女这一关键群体的主力军作
用。”白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大早，作为余姚市泗门镇谢

家路村六组中心户长，马幼娟又挨
家挨户地检查起垃圾分类的情况，
为了规范村民们的垃圾分类行为，
每天的检查是马幼娟必做的功课。

每次检查时，马幼娟总能发现
有个别农户垃圾分类没有达到高标
准分类，心想再用老办法宣传肯定
不行。为此，她自掏腰包花了几十
元钱，给 5 户联系户每户发了一个
塑料桶，让他们将垃圾分类后先放
在自家桶里，然后统一投到垃圾投
放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垃圾
桶，却感动了联系户。从那之后，
马幼娟和他们的配合更加密切了，
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了，垃圾
桶变成了“文明和谐桶”。

在谢家路村，像马幼娟这样带
领村民践行垃圾分类的例子还有很
多，正是因为有一群坚守绿色理念
的巾帼志愿者，谢家路村高标准推
进垃圾分类的工作才能顺利推进。

今年 2 月底来，谢家路村围绕
创建宁波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村，召开了 40 多次大小会议，开展

“ 责 任 三 包 、 意 识 三 增 、 制 度 三
减 、 绩 效 一 奖 ”“3331” 工 作 法 ，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经过 3 个多月
奋战，全村垃圾桶由原来的 1632 个
减少到 431 个，日产生垃圾量由原
来的 5.6 吨减少至 2.2 吨，回收利用
率已经超过 65%，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了 95%。此举受到了宁波市垃圾
分类办的充分肯定。

“ 瓜 皮 果 核 大 多 是 可 腐 烂 的 ，

但是玉米核、核桃壳，还有一些大
骨头，因为比较难腐烂，所以归到
了不可腐烂类垃圾。”象山县茅洋
乡郑家庄村的大樟树下，村妇联主
席邱爱玉聚集了在家的妇女，认真
研究垃圾分类“两分法”。

今年以来，郑家庄村作为象山
县茅洋乡试点村，率先启动农村生
活 垃 圾 “ 两 分 法 ”。 相 较 于 之 前

“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分类“四分
法”，“可腐烂垃圾、不可腐烂垃
圾”的“两分法”操作简单方便，
更容易让村民接受，得到推广。

其间，村妇联积极参与，主动
承担起“垃圾两分”宣传和指导工
作，发挥妇女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

“主力军”作用。
村里的大多数家庭主妇，除了

分类投放垃圾外，还把分类垃圾桶
内外都进行了洗刷。“垃圾桶就放
在自己的家门口，太脏了不仅影响
村容村貌，而且对家庭卫生也不
好，住着也不舒服。垃圾分类，不
能怕麻烦，习惯了就好。”58 岁的
村民王大妈说。村里的主妇们还创
新出“餐桌分类法”“废弃物二次
利用”等一些“土办法”，形成了
垃圾分类减量的良好氛围。

如今，在郑家庄村，垃圾分类
工作已深入人心，村民们自觉践行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何时走
进郑家庄村，天蓝、地绿、水清、巷
净、路畅，靓丽乡村美景悠然呈现。

从城市到乡村奏响“绿色”号角

垃圾分类作为城市

文明的重要一环，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涵。在这场涉及千家万

户的生态“革命”中，

宁波市妇联始终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探索“红

色领跑、巾帼主跑、全

民共跑”的有效模式，

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倡

导绿色、环保、低碳的

生活方式，实现生活垃

圾源头分类和减量，积

极营造生活垃圾分类人

人知晓、家家分类、户户

监督的良好氛围。宁波

女性正用自己的力量助

力文明城市建设，成为

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记 者 陈 飞
通讯员 胡青蓝
照片由市妇联提供

江北区一批江北区一批““桶嫂桶嫂””从从““bobo绿花花课堂绿花花课堂””结业后上岗结业后上岗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知识竞赛决赛现场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家庭知识竞赛决赛现场

巾帼志愿者在分类垃圾桶旁监督分类巾帼志愿者在分类垃圾桶旁监督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