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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李玉姣

7 月 30 日，市农业农村局公
布了 2020 年第一批全市农村生活
垃 圾 分 类 、 农 村 环 境 卫 生 “ 四
色”榜单。根据第三方服务机构
的评测结果，奉化区裘村镇表现
尤为抢眼：在全市受检测的 113 个
镇乡 （街道） 的 153 个建制村中，
裘村镇的阎家村、裘四村两个村
在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综 合 排 名
中，分获第一名和第四名。阎家
村还位居农村环境卫生榜单第十。

盛夏时节的裘村，镇区街道
整洁、田野阡陌纵横、村舍庭院
鲜花点缀。到镇、村走了一遍，
笔者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从
镇区到农村，沿路竟看不到一只
垃圾桶。镇党委书记裘尧辉道出
原委，今年，镇里全面实施生活
垃圾“两收法”，把原本固定的垃
圾桶都撤掉了，成为全宁波唯一没
有垃圾桶的镇，村镇更美了。

没有垃圾桶，群众去哪里倒
垃圾？生活垃圾又如何分类，怎
样清运、处理？笔者走进农村、
镇区，破解裘村“撤桶”背后的
垃圾分类“密码”。

“小喇叭”上门收垃
圾，实时分类督导

下午 2 时多，宁静的石盆村响
起悦耳的音乐声，周吉平师傅驾
驶着电动小三轮，开始挨家挨户
上门收垃圾。

今年 59 岁的周吉平是村里的
垃圾收运员，负责上石盆区域近
300 户村民的生活垃圾收集工作。
小三轮经过改装，能放 4 只垃圾
桶，3 只装一般生活垃圾，1 只装
厨余垃圾。每户村民的家门口放
着两只小桶，老周一路过去，来
到每家村民的门前，按照类别，
把村民的垃圾倒入车上的大桶里。

老周每天早晚各一次收集垃
圾，跑完一趟要 3 个来钟头，行程
10 来公里。夏天的时候，周吉平
早上不到 6 时就开始工作，中午休
息一下，下午 2 时多接着忙第二
场，风雨无阻。周吉平说，他同
时也是垃圾分类督导员，“倒垃圾
时我都要看一眼，看到有分得不
对的，当面指出来。大家一个村
的，人面熟，也好说话。”

石盆村有 500 多户村民，配备
两名垃圾收运员。村党支部书记
周达军告诉笔者，2018 年夏天，
镇里实施垃圾分类，村里设了 10
来个垃圾投放点、50 只大垃圾桶，
由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负责桶边督
导。可实施一段时间后，发现难以
推进：一是垃圾桶设点难，毕竟气
味较大，点位离村民家近不行，
可离得太偏又不方便投放；二是督
导人手有限，干部不可能 24 小时在
垃圾桶边盯着，“一旦没人守着，
混投现象立即增多”。

思 前 想 后 ， 石 盆 村 大 胆 革
新，在 2018 年 10 月把固定的垃圾
投放点位全部撤掉，改由人工上
门收运，边收运边督导。收来的
一般生活垃圾，统一运到镇里的
收集点，而厨余垃圾就地处理做
成 肥 料 ， 即 所 谓 的 “ 两 收 法 ”。

“很快，村民接受了新办法，垃圾
分类正确率在 90%以上，效果很
明显。”周达军说，尽管村里为此
每年要支付两名收运员 6 万余元的
工资，但综合算下来，这笔投资
还是划算的。

“两收法”覆盖全镇，
网格化推进垃圾分类

今年年初，裘村镇出台新的
垃圾分类实施办法，将石盆村的
经验在全镇推广，全面开展生活
垃圾“两收法”，统一上门收运，
分类处理。

裘村镇行政执法中心副主任
吕辉告诉笔者，裘村是个小镇，
在册人口 2.6 万余人，面积 89 平方
公里，有 18 个建制村，镇上仅有
的两个居民小区，住户总共不到
300 户。“裘村这样的农村乡镇，不
可能像城市一样，以社区为单位开
展集中式的垃圾分类活动，更没有
财 力 添 置 智 能 垃 圾 分 类 箱 等 设
施，只能因势利导，另辟蹊径。”

在农村地区，裘村镇按照村
庄的大小，基本上每 300 户配备一
名垃圾收运员兼分类督导员，早
晚两次收运。而在镇区，四条主
干道沿街各店铺、单位的垃圾收
集委托给当地的天歌物业公司，
每天早、中、晚三次收运，确保
垃圾日日清，不留死角。

“所有收运的垃圾，厨余垃圾
就地处置，做成肥料，其他的生

活垃圾集中后，由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把可再生的挑拣出来，剩
下的进垃圾填埋场，有害垃圾按
规定处理。”吕辉说，各村还广泛
发动干部和志愿者，配好劝导员、
网格员、巡查员“三员”，以网格化
方式推进垃圾分类的宣传和督导
工作。每名村干部联系五六十户村
民，并通过社会组织对接团队资
源，“一对一”开展指导。

据悉，自去年以来，裘村镇
先后投入资金近 280 万元，建成厨
余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3 个、18 个
垃圾中转站和 20 个分类亭，购置
分类垃圾桶 150 个，实现“以桶换
桶”收运，切实抓好前端垃圾分
类 准 确 化 、 中 端 收 集 运 输 规 范
化、末端处理设施标准化三个关
键环节。“目前，全镇 44 名专职人
员负责垃圾收运，共撤掉 120 余个
固定点位上的 500 多个垃圾桶，环
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吕辉说，
镇里每年支付垃圾收运员工资 200
多万元，但能实实在在推进垃圾
分 类 工 作 ， 从 投 入 和 实 际 效 果
看，性价比蛮高的。

厨余垃圾变“宝贝”，
居民门前日日清

上午 10 时，“天歌物业”保洁
员周全春驾驶小三轮，沿着镇上
的振兴路、育才路、下银河路一
线 ， 开 始 当 天 第 二 次 的 垃 圾 收
运。这条线路上共有 400 余户住
户、企业，其中一大半是店铺。

“早中晚要倒三次，平均每次下来
2 小时。”老周说，早上那次量最
多 ， 很 多 是 沿 街 的 夜 宵 店 产 出
的，能装满五六桶，需要及时清
理干净。

今年 5 月起，“两收法”从农
村延伸到镇区，镇上 30 余个固定
点 位 的 120 多 个 大 垃 圾 桶 都 撤
了，共设置了两条线路，配置 4
名 工 人 上 门 收 运 垃 圾 ， 贯 穿 整
个镇区。“天歌物业”裘村片负
责人庄土国说，3 个月下来，镇
区 厨 余 垃 圾 收 集 量 比 去 年 同 期
增加了近三成，“说明老百姓分
类 越 来 越细致，混投比例明显下
降”。

振兴路上“荣儿造型”店主
殷 小 波 说 ， 以 前 垃 圾 桶 放 在 路
口，夏天一出门就闻到臭味，现
在改上门收集垃圾，“街道上臭味
没有了，蚊虫也少了很多”。

垃 圾 分 一 分 ， 文 明 大 进 步 。
而在裘村，“两收法”还给农户带
来大实惠。在千年古村马头村，4
名保洁员承担全村 700 多户人家的
垃圾清运、处理工作。村外的厨
余垃圾资源处理站里，工人把几
大桶厨余垃圾投入机器，一摁电
钮，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村
党支部书记王小勇告诉笔者，村
里平均每天收集 900 公斤生活垃
圾，其中 300 余公斤是厨余垃圾，
就地处理，做成有机肥。“这可是
改 良 土 壤 、 给 果 树 施 肥 的 ‘ 宝
贝’，免费分给村民，大伙抢着要
呢。”王小勇说，以往春天时，村
民将大量笋壳随手扔在田里，现
在都及时清运、处理掉了，有力
促进了村容村貌改善。

通讯员 叶晶晶 周蓉
记 者 厉晓杭

“您放心，两瓶装的杨梅醋已经
发货了，明天下午就会寄到！”这几
日，北仑区柴桥街道洪岙村村民沃嗣
玮分外忙碌，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客商打来电话询问发货情况。

放下电话后，沃嗣玮走进了杨梅
醋制作工坊，解开密封保护膜后，闻
了闻香气，又尝了尝味道。“我每天
都会检查杨梅醋的发酵程度，口感会
发生细微的变化，越醇越好喝！杨梅
醋的花青素含量较高，能延缓血管细
胞的衰老，保持血管的弹性，也可以
提高睡眠质量，适合于神经衰弱以及
失眠的人群。”沃嗣玮一边查看一边
说道。

杨梅在业内被称之为“短腿水
果 ”， 鲜 果 保 质 期 短 ， 必 须 即 摘 即
售。每年都会有大量鲜果杨梅采摘不
及时导致落果而产生浪费。今年的梅
雨季，雨水格外多，单靠零售，附近
梅农的收成都不是太好。而洪岙村杨
梅醋制作工坊解了梅农的燃眉之急，
沃嗣玮从柴桥后所梅农那边收购了
8000 公斤的杨梅，惠及 80 多户梅农。

在沃嗣玮的制作工坊，笔者看到
了 20 多个大醋缸，里面是今年刚从
附近梅农家里收来的正在发酵的杨
梅。为了从源头保障质量，沃嗣玮一
家人只收购没有打农药的精品杨梅。
收来杨梅后，沃嗣玮一颗颗挑选，只
留下颗粒大、无损伤的杨梅。去年杨
梅季，外地的梅农曾给沃嗣玮打电
话，收购价只要两元一公斤，和本地
杨梅的收购价相差数倍。沃嗣玮经过
实地考察发现，那边的杨梅虽然价格
便宜，但口感偏酸，还打了农药，便
果断放弃了合作。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制作杨
梅醋，先把精选的杨梅放到缸中，经
过自然发酵，大概 5 个月的时间就可
以喝了。当然，从时间上来说，越长
越好，口感差别会很大。杨梅醋不可
以加水，碰到水后，口感会发酸变
涩，要加可以加高粱酒。”沃嗣玮详
细地介绍了杨梅醋的制作过程，他
说，关键在于不加添加剂，纯天然酿
造。杨梅醋比较“娇贵”，它怕热，
所以三伏天里，酿造杨梅醋的工坊里
24 小时开着空调。

说起酿造杨梅醋的初衷，那又是
另一个故事了。沃嗣玮是从 2018 年
开始制作杨梅醋的，当时还是在表哥
的远程指导下尝试的。沃嗣玮表哥名
叫陈雷应，定居在美国旧金山。原本
这个项目计划在福建落地，但漂泊海
外的表哥一直心系家乡，坚持要放到
家乡柴桥来做。他指出，柴桥后所村
的杨梅口感更糯、水分更足，做出的
杨梅醋也会更好喝。

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沃嗣玮工作
比较忙，老父亲对杨梅醋这个新产业
又不了解，于是他的爱人徐远莉挑起
了重担，精心“伺候”这几缸杨梅
醋，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点成果。2018
年，沃嗣玮只制作了二三十公斤的杨
梅醋，但今年产量超过 2000 公斤。

产品一部分发到海南大学供课题
研究，一部分发货给北京、上海、杭
州等地的客商。“家乡的杨梅这么好
吃，上市季节却这么短，深加工可以
延长杨梅的价值链，也能增加家乡梅
农的收入。我们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尽
微薄之力，也希望这个项目做大了之
后，能让更多的梅农从中受惠，日子
越过越好！”远在旧金山的陈雷应说
道。

笔者了解到，沃嗣玮是北仑第一
个杨梅醋制作者，目前他正在配合海
南大学研发杨梅醋的后期应用。“其
实杨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既可以
做果醋，也可以做酒，还可以做酵
素，最后的残渣又可以作为有机肥被
再次循环利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院长罗杰如是说。

在海南大学的技术支撑下，沃嗣
玮对延伸杨梅产业链信心满满，也希
望有更多的梅农加入这个行列，共同
做大做好杨梅深加工产业链，走上致
富路。

沃嗣玮：

做好杨梅醋
带动更多梅农
走上致富路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瑶瑶 张毅
实习生 方容儿

象山上张水库位于西周镇上
张村山坳里，是全县五大饮用水
水库之一。站在水库大坝上放眼
眺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有着
天然去雕饰的秀美。39 岁的刘瑜

和 7 位同事就驻守在这里，而她是
其中唯一的女性。

刘 瑜 是 象 山 县 水 务 集 团 员
工，一家三代都与水库有着不解
之 缘 。 当 年 ， 她 爷 爷 担 任 副 指
挥，修建了位于墙头山区的仓岙
水库，父母也都在该水库工作。
幼时，刘瑜就与父母居住在水库
边，日夜与大坝做伴，耳畔吹过

的风、湖中泛起的涟漪、林间休
憩的鸟、草丛跃起的蚂蚱，皆是
她的玩伴。

在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下，有
着“水库情节”的刘瑜大学选择
了 水 利 水 电 专 业 。 2001 年 毕 业
后，她在泗洲头镇做了 5 年海塘管
理员，“海塘管理复杂繁琐，这为
我之后从事水库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2006 年，刘瑜经事业单位招
考，进入仓岙水库管理处工作。
一家三代驻守过同一座水库，这
段 缘 分 对 她 来 说 妙 不 可 言 。 其
间，刘瑜两次被评为县水利系统
先进个人，并荣获县十佳“最美
水利人”称号。

由于工作出色，前年刘瑜被
调 至 上 张 水 库 管 理 处 担 任 负 责
人 。“ 库 区 集 雨 面 积 35.7 平 方 公
里 、 坝 顶 高 程 40 米 、 坝 长 410
米、总库容 2362 万立方米、正常
库容 1817 万立方米、设计常年平
均供水量 1790 万立方米⋯⋯”关
于上张水库的“家底”，她了然于
心。

据悉，象山 50%以上的居民
用水来源于上张水库。为保护水
源地环境和供水安全，刘瑜带队

加强库区巡查，对水库的水质进
行检测。夏季蚊虫滋生，刘瑜和
队 员 们 每 次 巡 查 都 被 叮 得 满 身
包，有时还与毒蛇不期而遇，手
脚被岩石擦伤、草木割伤更是常
态。

早些年因历史遗留问题，有
村 民 在 水 库 范 围 内 种 植 了 猕 猴
桃。刘瑜积极联合有关部门、镇
里与涉事人多次沟通，要求恢复
土 地 原 状 。 但 对 方 态 度 强 硬 ，
甚 至 以 性 命 作 威 胁 。 刘 瑜 没 有
放 弃 ， 一 次 次 与 村 民 深 入 沟
通 ， 耐 心 讲 政 策 ， 协 商 解 决方
案。去年，这个问题终于圆满解
决。

上张水库水域开阔，风景优
美，且处在镇域山水文明线上，
成了许多人的休闲打卡地。“有垂
钓者瞄上了水库里的鱼，不但自
身有安全隐患，而且易造成水质
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刘瑜说，
更有甚者还在库区内烧烤，给水
源保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虽 然 队 员 们 白 天 经 常 巡 查 ，
但一些垂钓者打起了“游击战”，
改为晚上来钓鱼。为此，刘瑜加
大晚上执勤力度，有时带队连续
几晚蹲守库区，发现有人钓鱼便

及时劝阻，并进行警示教育。
每逢台风等恶劣天气，便是

刘瑜和同事们最紧张、最忙碌的
时候。他们一直守在水库边，每
隔二三十分钟就要查看水位并汇
报，随时准备抢险应急。

去 年 8 月 和 9 月 ，“ 利 奇 马 ”
“米娜”台风相继来袭，强降雨使
得水库水位暴涨，一度超汛限值
1.3 米，水库进入全面应急备战状
态。刘瑜在统筹抓好水库防洪抗
台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与镇里
保 持 着 水 雨 情 与 调 度 信 息 的 沟
通，为下游防洪避险做好重要决
策参考。她放心不下执勤点的安
保人员，冒着狂风暴雨穿梭在水
库沿线各部位实地查看，及时掌
握一线情况。

不畏烈日风雨，头顶夜色霜
华。刘瑜说，她要做一颗钉在水
库上的“螺丝钉”，用心守护水
库，保一方平安。这是她作为一
名“水利家族”后代的初心和情
怀！

刘瑜：驻守山区水库15年的“螺丝钉”

刘瑜正在监控水库水情刘瑜正在监控水库水情。。 （（张毅张毅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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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怎么丢”，反映的不仅是对待资源态度的变化，更是国家
对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视。

宁波是全国首批 46 个推进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在这场垃圾
分类的“持久战”中，眼下迫切需要解决从源头分类做起，提高垃
圾分类的精准度这一难题，形成长效机制，推动群众习惯养成。

采访中，裘村镇从实际出发，花小钱办实事的“两收法”策
略，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全镇撤掉所有500多
个固定点位垃圾桶，上门收运、“以桶换桶”，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等
做法，看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更与某些城市社区智能化设施等

“高大上”的创新举措挨不上边，但正是这种“面对面”服务的
“笨办法”，充分借力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把垃圾分类“一对一”
指导落实到每家每户，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值得点赞。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需要老老实实、久久为功的精神，把“要
我分”变“我要分”。在宁波，很多农村的垃圾分类做得好，垃圾
减量明显，其关键原因在于实事求是，把工作推进与民生便利结合
起来，桶撤了，蚊虫少了，异味消了，环境美了，群众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进而增强分类的自觉性，形成长效机制。

（余建文）

为花小钱办实事点赞

““天歌物业天歌物业””工作人员在裘村镇街头收运垃圾工作人员在裘村镇街头收运垃圾。。（（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石盆村保洁员周吉平挨家石盆村保洁员周吉平挨家
挨户收运垃圾挨户收运垃圾。。

制作杨梅醋制作杨梅醋。。
（（叶晶晶叶晶晶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