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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余姚
市第四职业技术学
校，一台垃圾智能
回收机的出现，引
起了许多同学的关
注 。“ 学 校 有 1250
名学生，学生在校
期间产生最多的垃
圾就是各类饮料瓶
和纸张，这台垃圾
智能回收机不仅非
常 契 合 学 生 的 需
求，而且还能引导
学生更好地进行垃
圾分类，推进校园
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实
现可回收物的再生
利用，增强学生的
环保意识。”第四
职校校长潘悦说。

第四职校安装
的这台“搭把手”
垃圾智能回收机由
泗门镇政府免费提
供，于 10 月 28 日
正式落户第四职校
校 园 。 回 收 机 的

“智慧”体现在可
支持单个或多个塑
料瓶同时投放。物
品回收后，它还能
迅速、精准计费，
并及时返现。班主
任只需扫码登录一
次，而同学们只需
要输入班主任的手
机号码，就能便捷
地进行多次回收操
作。

该校一名班主
任老师演示了智能
回 收 机 的 运 作 过
程：点击机器大屏
幕，跳出的页面上
显示 3 种可回收物按钮，分别是饮
料瓶、纸类、塑料，下面还有每种
可回收物的回收价格。点击“饮料
瓶”按钮，在跳出的对话框中输入
班主任的手机号码，旁边的投递口
就自动打开了，将饮料瓶一个个放
进投递口，机器自动识别后将饮料
瓶“吞”入，投放了 60 个大小不
一的各种饮料瓶后，点击“投递完
成”，大屏幕马上显示出投放的瓶
子数量和金额，这笔钱的数额随即
转入班主任老师手机的账户中。

垃圾智能回收机还有一大特点
是，它采用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
具备数据查询、统计、核算、故障
自诊断等功能。柜体内具有独立的
满溢检测装置，回收量达到峰值时
后台会自动报警，专业人员能从后
台获取信息并及时赶来巡检和清运
回收物，让回收的资源以最快速度
得到二次利用。

当天中午就餐时分，学生纷纷
来到安装在学校大门口附近的垃圾
智能回收机前，投放饮料瓶、废纸
等可回收物。“我们班今天又多了
好几元钱的收入，这种变废为宝的
感觉真好。”几名学生投完垃圾后
高兴地说。自从有了这台回收机，
各班掀起了垃圾收集和分类热潮。
这笔回收资金作为班级经费，用来
购买垃圾袋、垃圾桶等物品，真正
做到资源循环和资金专项利用。

19 计 1 班班主任吴焕良老师在
朋友圈晒出了几张学生回收垃圾的
照片，并配上“每天有收入”的文
案。原来，自从“新宠”来到学校，19
计 1 班的学生每天有专人收集可回
收物，并将之换成班级班费。“这样
既增加了学生的环保意识，也让同
学们特别有成就感，连班级的凝聚
力都增强了。”19 计 1 班班长任邹垒
深有感触地说，他以前总是要不断
叮嘱同学们做好垃圾分类，现在垃
圾智能回收机能让垃圾变成班费，
有些同学甚至会把校园里垃圾桶里
的饮料瓶“拣”到自己班级来。

外表时尚、容量大的垃圾智能
回收机已成为推进校园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好帮
手。据统计，该台垃圾智能回收机
投 用 以 来 ， 已 累 计 回 收 饮 料 瓶
1500 多个、塑料 30 多公斤、纸类
120 多公斤，有效促进了资源的回
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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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深入进行，在海曙区望春
街道后塘河社区，来自宁波财经学
院的 15 名大学生志愿者，一丝不
苟地协助人口普查员，上门问询居
民家庭成员情况、线上扫码登记信
息，整理人口普查表。

大学生积极协助社区工作，是
望春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吸纳多方
智慧，扩大社区治理“朋友圈”的
生动案例。除了大学生，望春街道
还有“洋助理”“学生社工”等⋯⋯他
们或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或积极
投身社区治理实践，以实际行动推
动社区治理形成共建共享共治格
局。

望春街道区域面积 7.88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约 7.94 万，辖区内有
近 40 个住宅小区、8 个商住公寓，
还有高鑫广场、第六空间家居广
场、壹都文化广场等数个大型商业
综合体，众创空间、真如中心、银
润豪景等约 20 幢商务楼宇。“社区
情况各异、居民构成多元，然而社
工力量有限，为此，各社区根据自
身特点，充分梳理挖掘辖区资源，
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集民智、
聚民心，破解社区治理的难点和堵
点，让基层社会治理不是基层党组
织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力量的

‘大合唱’。”望春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

“洋助理”让社区治理
有了“新面孔”

“ 社 区 居 住 着 60 多 名 外 籍 居
民，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以需求为
导向，携手攻坚社区治理难题，加
快融合共建。”11 月 15 日，在水岸
心境社区的两委会扩大会议上，来
自塔吉克斯坦的“洋助理”阿明对

社区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得到大
家一致认同。

去年 12 月，水岸心境社区聘
请了 5 名外籍居民担任“社区助
理”，至今，他们已为社区治理提
出了许多意见建议，收到了较好的
效果。

阿明所在的企业在 21 码头公
寓，他对公寓楼存在的人员流动性
大、租户多、商铺多、难管理等情
况十分了解。今年 7 月，他建议公
寓楼采用“双链督导”的治理模
式，即社区建立由以物业公司党员
为主的“红色物管队”和以党员居
民为主的“红色督查队”组成一支

“红色双链督导队”，如今这一模式
已建成并开展了多次公寓楼宇督导
活动，有效地破解了楼道环境卫生
差、管理难度大等问题。

来自也门的“洋助理”瓦力德
喜爱与人交流，热心社区事务，更
是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创建工作。他
担任了社区形象代言人，还参加社
区巡河、清理垃圾等志愿工作，并
积极参与清洁家园宣传视频录制，
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呼吁居民共建文
明家园，他表示：“社区是一个大
家园，文明创建人人有责，我是社
区一分子，我也要出力！”

来自约旦的瓦力保 （音译），
则对社区设施英文译名“找茬”，
并提出更好的翻译方案；今年疫情
期间，来自孟加拉国的何勇 （中文
名） 更是从自己国家采购了一些口
罩，捐给社区有需要的邻居。

青年学生志愿服务成
亮丽风景

除了“洋助理”，青年学生争
当志愿者，也成为社区治理的亮丽
风景线。

这段时间，后塘河社区志愿
者、宁波财经学院数字技术与工程
学院大二学生辛佳辉业余时间非常

忙碌。在人口普查排摸阶段，他不
仅自己积极协助社区工作，由于社
区老年居民较多，他还为外地同学
充当“翻译官”，保障普查工作顺
利开展。

早在 2014 年，后塘河社区就
携手宁波财经学院，成立了大学生
社 会 实 践 基 地 。“ 秉 持 ‘ 校 居 共
建、资源共享、锻炼自我、服务社
区’的理念，今年 11 月双方又续
签协议，开展深度合作，校居良性
联动，携手攻克社区治理难题。”
后塘河社区党总支书记竺帅军介
绍，实践基地成立后，社区梳理了
治理难题，形成课题素材，一方面
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另一
方面切实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至今，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已经
推动社区破解了文明城市创建、垃
圾分类督导等难题，同时积极参与
平安三率宣传、参加义务献血等活
动。”

甬江职业高级中学志愿者也为
社区治理添砖加瓦。该校从事美术
教育工作 30 余年的文创部部长吴
屹逸得知西成社区舒沁苑小区需要
提升公共空间环境后，主动策划

“艺起公益，齐绘精彩”美化墙绘
活动。他表示：“此举发挥学生的
绘画专业特长，扮靓了社区公共空
间，还带动了更多人关注公共空间
环境和环保问题。”

今年 6 月，吴屹逸带领该校第
二党支部有绘画特长的 30 余名党
员学生，带着颜料和画笔来到小区
画墙绘。当天，8 面绘有鼓楼、天
一阁、天封塔等宁波地标性建筑的
墙绘亮相，引得来往居民纷纷点
赞 ：“ 小 区 墙 面 焕 然 一 新 ， 太 美
了！”

群策群力扩大社区治
理“同心圆”

在清风社区，“海归”青年、

小学生、商铺党员店主等成为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生动实践者。

今年 3 月，清风社区 95 后“海
归 ” 周 倩 倩 组 建 了 一 支 由 22 名

“海归”组成的“礼小青”志愿者
团队，在外籍人士居民较多的社区
担任“翻译官”，为有意留学海外
的学生及其家庭分享留学经验；在
社区垃圾分类宣传、为高龄独居老
人代跑服务等志愿服务中，也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

清风社区学龄儿童占比超过
30%，该社区因地制宜，今年暑假
期间组建了一支由 40 余名小学生
组成的垃圾分类“小小督导员”队
伍，让小学生们参与到社区治理
中。“每位孩子背后是一个家庭，

‘小手牵大手’让居民携手为社区
治理奉献力量，也扩大了社区治理
的‘同心圆’。”清风社区党委书记
李雪君表示。

“小小督导员”先是来到宁波
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在详细了解
垃圾分类方式方法、收运体系等内
容后，正式上岗前往辖区各商铺督
查垃圾分类情况。“系统学习了垃

圾分类知识后，我们不仅能自己正
确进行垃圾分类，还能督促辖区商
铺和身边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小小督导员”舒子严非常认真地
督导“找茬”，发现并纠正了很多
垃圾分类不规范的情况。

清风社区还依托辖区存在的大
量商铺，充分挖掘商铺的红色资
源，构建自治共建的社区治理新模
式。今年 6 月，清风社区特制了一
批“红店铺”身份牌，挂在店主是
党员的 70 多家商铺门前，并签署
了 《环 境 文 明 公 约》， 划 分 责 任
区，明确主体责任，共同维护小区
环境。“将党员身份亮显到户后，
一目了然，我不仅要帮助维护环
境，而且还要尽自己所能帮助社区
里有托管困难的家庭。”清风社区
首批“红店铺”八达教育培训机构
负责人王剑锋表示。

海曙望春海曙望春：：

扩大扩大““朋友圈朋友圈””
构建社区治理构建社区治理““大合唱大合唱””格局格局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帅

缪家村位于下湖线公路边，村
口有个牌楼，旁边立了一面白墙，
上书“曹雪芹风筝”五个醒目大
字。走进村中，一座簇新的曹雪芹
风筝博物馆映入眼帘，博物馆门前
草坪上立着一个巨大的风筝模型。
博物馆由村文化礼堂改建而成，共
两层楼，里面陈列着各种造型的风
筝，以及 《红楼梦》《西游记》 的
人物造型脸谱。馆里的风筝，小的
仅烟盒大小，最大的龙风筝有数十

米长，个个做工精巧、颜色亮丽。
管理员自豪地说，这个可是全国首
个曹雪芹风筝博物馆呢！

缪家村规模不大，常住人口
700 多人，多为缪姓。村民说，他
们祖先原在山东兰陵，后因躲避战
乱，几经迁徙才来到象山港畔定
居。缪家村村民多以务工为生，早
些年村里小加工业发达，很多人家
办作坊生产劳保手套等用品，这几
年慢慢冷落了。

缪家村怎么会和风筝结缘呢？
这归功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曹
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缪家村乡
贤缪伯刚。

文学巨匠曹雪芹自幼喜好风
筝 ， 熟 知 风 筝 的 “ 扎 、 糊 、 绘 、
放”四艺，还写过一本 《南鹞北鸢
考工志》 的书，创立了“曹氏风

筝”。缪伯刚年轻时到北京学艺闯
荡，后拜孔令民为师，学习制作

“曹氏风筝”，承袭这一有着 300 年
历史的风筝文化。10 多年间，他
带着风筝，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更是走出了国门。

“我希望能将风筝与奉化桃文
化、海洋文化等元素相结合，将缪
家村打造成风筝文化村，发展乡土
文 化 。” 2018 年 春 节 ， 缪 伯 刚 回
乡，谈起他的想法，得到了街道和
村里的认可。在结对企业的支持
下，去年春天，曹雪芹风筝博物馆
正式开放迎客。

缪家村抓住契机，围绕风筝文
化进行整村规划，布设了风筝文化
馆功能区、风水亭风筝文化墙画
区、风筝放飞基地三块主阵地。村
中有 80 多株老樟树，其中一大半

树龄已逾百年，村民独具匠心，以
古树、白墙、青瓦为底色，并配以

“曹雪芹风筝”，打造了近 300 米长
的风筝长廊。村党支部书记缪静锬
说，这两年，村里多次邀请“曹氏风
筝”专家走进缪家村，指导村民、孩
子学习制作“曹氏风筝”，了解其中
的文化内涵，打造风筝文化名村。

日前，村内的苗慧国学文创馆
正式投入使用，馆内珍藏了全球文
化艺术薪传奖得主、中国台湾收藏
协会会长张建富的书画作品，为中

小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实践内容。
“在古色古香的宅子里，学习扎风
筝，练习书法绘画，不光村民喜
欢，还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缪
家村的‘风筝情’，村庄的知名度
也慢慢提升了。”缪静锬说，村里
已举办了多次风筝主题活动，并加
紧建设旅游配套设施，让更多人走
进缪家村了解“曹氏风筝”和村庄历
史，感受放飞风筝的乐趣，也有助于
推动莼湖乡村旅游，探索一条非遗
文化的乡村振兴路。

莼湖缪家村莼湖缪家村：：

打造曹雪芹风筝文化村打造曹雪芹风筝文化村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
户，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
区治理水平直接关系着百姓的幸
福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
会和谐稳定及社会治理成效。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
五”时期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
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的目标。

不可否认，基层社区存在工
作人员精力和经费投入有限等客
观限制，仅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
独斗，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 多 样 化 的 服 务 需 求 。 因 而 ，

“智慧化”凝聚各方力量，是基

层社会治理的“破门之钥”。
望春街道引导党员干部和社

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治理模式，激发了群众的主
人翁意识，拉近了居民间的距
离，也加快了基层难点堵点的解
决速度，不失为提升社区治理水
平的有益探索。

众人拾柴火焰高。期待在基
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涌现出更多
群众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携
手共建和谐幸福社区的基层治理
新模式，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
为的良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陈朝霞）

同学们在垃圾智能回收机上投
放可回收物。

（孙吉晶 胡建东 摄）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放风筝是大人孩子都喜爱的传统游戏，但在奉化区莼
湖街道的缪家村，村民却别出心裁地建了一座风筝博物馆，把风筝做成了村庄的文化“招牌”。

小学生学习绘制曹氏风筝小学生学习绘制曹氏风筝。。（（余建文余建文 赵帅赵帅 摄摄））

大学生志愿者助力后塘河社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大学生志愿者助力后塘河社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陈朝霞陈朝霞 程冰凌程冰凌 摄摄））

水岸心境社区水岸心境社区““洋助理洋助理””助助
力社区治理力社区治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