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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垃圾分类支持度高参与率低
公职人员在家中若不参与垃圾分类，或将通报至单位

走一线 破难题

本报讯（记者 王颖 通讯员 蔡怀书） 今年上半
年，宁波市慈善总会募集善款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新
增长。截至6月30日，市慈善总会募集善款1918.8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53.1万元，增长15%。

企业、个人依然热心于建立冠名慈善基金。今
年上半年，企业冠名基金新增或扩大12家，到位善
款630.9万元，其中“华厦宁亮慈善基金”150万元，

“三生爱心基金”120万元，“同心思源基金”62万
元，“帮困基金”30万元；个人小额冠名慈善基金新
增或扩大17个，到位善款114.7万元，其中“圆梦基
金”53万元，“晴朗基金”30万元，“铮华慈善基金”6

万元。另外，企业定向捐款350万元。
社会爱心人士隐名捐款依然是一种社会风

尚。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隐名捐款人数64人
次，共35.7万元，人均捐款5578元。其中捐款较多
的有“无名氏”、“云呆”各7万元，童先生5万元，爱
心人3.3万元，李博恩（化名）2.9997万元。

上半年市慈善总会救助支出1270.9万元，受助
困难群众8142人次，其中助医131.3 万元，受助
1318 人次；助学 85.3 万元，受助 670 人次；助困
356.8万元，受助1547人次；助老81万元，受助4606
人次；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项目613.5万元。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包静琴 张国平
文/摄）刻章办证、房屋出租、修车补胎……走在街头巷
尾，市民总能在不少公共设施上发现这些乱张贴、乱刻
画、乱涂写的小广告。鄞州区城管局有一支这样的队
伍，由25名工人组成，专门负责消灭这些违法乱张贴的
小广告。而最近连续的高温天，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
小挑战。

59岁的郭祥远是这支“三乱”小广告清理工作队的
队长，从事这项工作已有近十年时间。早上6点，郭祥
远跟其他工人一起在百丈东路上清理小广告。

郭祥远告诉记者，民安路、惊驾路上张贴小广告的现
象尤为严重，超市门口、公交车站都是小广告的“热门
地”。“我们的工人们不管刮风下雨，早上6点便上路开展
巡查清理工作。随身携带刮刀、铲子、水桶、抹布、去污的
化学试剂，365天都在路段上清理小广告，一个工人平均
每天要用坏2把刮刀。”

连日来的高温，使得户外工作者们特别容易中暑。
郭祥远作为这支队伍的队长，反复叮嘱同事们，出门前
务必带上单位发放的防暑用品。

上午9点，气温一下子上升到三十七八度。在民安
路与中兴路交叉口的东南角，郭祥远发现刚刚清理过的
电线杆上，有人又在往上贴租房广告。“这里不能张贴广
告，你这行为影响城市环境。”郭祥远赶紧上前去制止。

“我不清楚呀！”话音刚落，张贴小广告的人便溜走
了。一个小时后，在同个路口的东北角，郭祥远和他同
事又发现有人在电线杆上张贴同一广告。这回，郭祥远
和他同事硬是扣下了200余张小广告。

郭祥远说，他们每天至少清理4000张非法小广
告。“张贴小广告的人每天都在和我们打游击战，刚把小
广告清理干净，马上便有人补上。”

采访中记者看到，郭祥远每次出门上班，都随身带
着3件宝贝：药水、铲刀和水泥。“很久以前，我们就开始
寻找化学药水，既能清除喷涂的各种‘牛皮癣’，还要保
证不会对各类市政设施造成损伤。我们还找到科研单
位，研发了几种新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化学药水。”郭祥远
说，“现在，我出门会带5种药水，基本上能解决任何一
种‘牛皮癣’。”

上半年市慈善总会募集善款1918.8万元
救助支出1270.9万元

高温下的“除癣”人
每天清理4000张非法小广告

郭祥远正在清理小广告。

问题：居民缺乏对垃圾负责的责任意识
破题：垃圾收费研究已经启动，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明年出台
在绝大多数市民的意识中，家中产生的垃圾

只要离开家门就事不关己了，对产生垃圾的责任
意识缺乏。“目前我市居民垃圾处置由政府兜底，
居民不承担具体的处置费用，这也是居民缺乏对
垃圾负责意识的主要原因。”市城管局垃圾分类管
理中心副主任胡柳说。

纵观全国，目前垃圾围城几乎是所有城市面
临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垃圾分类工作正在
全国如火如荼推进，而垃圾产生者的责任意识也
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不少城市如广州、银川等正
在试点垃圾收费机制，据了解，我市生活垃圾收
费调研工作已启动，届时将根据居民家中分类情
况，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

另外，《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已列
为市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调研项目、2017年
预备项目，计划于2018年正式出台。届时，我市
分类立法工作将实现全面突破，不同主体在垃圾
分类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将以法律形式呈现，市民
作为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制度也将进一步明确。

问题：居民认为垃圾分类事不关己
破题：公职人员率先垂范，不分类通报至单位

“平时太忙了，实在没有闲心去关注垃圾分
类。”王先生是宁波某知名企业的高管，他的话代
表了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似乎垃圾分类和自身的关
联度不高，做和不做一个样。其实，垃圾分类是一
件“天大”的事情。做好垃圾分类，不仅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常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将更好。

记者从市城管部门了解到，进入夏季高温以
来，我市生活垃圾量急剧增长，日均垃圾产生量
已达5600吨，最高已破6000吨，远超我市垃圾
处置能力。

为了处置好每日产生的垃圾，全市所有的垃圾焚
烧厂和填埋场都在超负荷运转。而这些处置的垃圾中
至少一半以上都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另外，目前厨
余垃圾分类的效果也不理想。

“目前，厨余垃圾日均收运处置量已达220吨
左右，但分类效果不理想，利用率不到一半。”胡
柳介绍，“为了保护居民分类积极性，我们坚持厨

余垃圾（绿桶）单独收运，全市投入了45辆厨余
垃圾收运车，每天穿梭于各个小区，也是希望我
们的坚持能够换来居民分类准确率的提高。”

大家都知道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源头分类
成效好，可以极大缓解末端处置压力，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宁波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获得者，
每个市民都应该积极投身其中，给垃圾分类，为健
康加分，给环境添美，为文明增色！”王建社说，

“建议建立公职人员垃圾分类通报制度，若公职人
员在家中不参与垃圾分类，将直接通报至单位。”

问题：“我分好了，末端又被混在一起处理了！”
破题：市住建委将垃圾分类列入物业企业年

度目标考核
“我分好了，又被混在一起处理了！”这是目

前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最大的质疑，也是最大的
误解。

从2013年7月我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来，
我市坚持四类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工作。

其中，厨余垃圾由厨余垃圾收运车运送至厨
余垃圾中试处置线进行处理；可回收物倡导居民
能卖拿去卖，或者交给保洁员，并开展了各种形
式的积分兑换活动，最终进入我市供销部门的资
源循环利用系统；有害垃圾由各区城管部门收集
至各区的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存储）点，由环保
部门委托的具有专业资质的收运企业运送至北仑
固废处置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置，并确定每月21日
为我市的有害垃圾收集日；其他垃圾由城管部门
收集后焚烧或填埋。

“居民反映的混在一起的行为确实个别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管部门和住建部门进行了
积极的沟通协调，加大对物业部门的宣传培训，
明确物业企业工作职责，并联合市委督查室开展
专项检查。”胡柳介绍说，“市住建委明确发文要
求各区物业企业积极配合做好小区垃圾分类收集
工作，坚决杜绝混装现象发生，并将垃圾分类工
作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各区也正根据实际情况逐
步建立奖惩机制。”

目前，小区内垃圾混装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
制。居民如果发现小区内有混装行为的，可以拨
打监督电话87952278。

记者 边城雨 林伟 通讯员 范奕齐

今年5月2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动员大
会，垃圾分类工作作为100个项目中的一个，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社挂帅，组成了一支由市人
大、市委办公厅、市法工委等组成的专项小分队。

昨天上午，王建社带领垃圾分类破难题小分队在鄞州区召开了垃圾分类专题工作会议，对目前具体
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截至2017年 6月底，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75%。其中居住小区收集覆盖率
60%，机关事业单位80%，国有企业90%，学校100%。累计推广居住小区584个，推广家庭户数
31.81万户。

市城管局分类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支持率达到了90%以上。不过，真正落实
到具体行动上，虽然一些比较好的小区如丹顶鹤小区、雍和苑小区居民参与率达到了70%左右，但纵
观全市，居民整体参与率未达一半，部分小区参与率甚至更低。

这是为什么，又该如何破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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