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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黄美华
文/摄）“截至8月2日，海曙区共有244个小
区完成垃圾分类投放撤桶并点工作，占小区
总数的91%，全区共撤除点位1366个。”昨天
下午，海曙区生活垃圾办公室负责人周颖告
诉记者。

周颖说，作为垃圾分类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今年4月开始，海曙区启动撤桶并点百日攻
坚行动。

“为将撤桶并点后对小区居民的影响降
到最低，我们将撤桶并点工作分为四步进
行。”周颖说，以撤桶并点工作较好的鼓楼街
道为例，前期街道召集社区开了协商会，在充
分调研小区点位的基础上，在西河小区进行
试点。为取得居民的支持，撤桶前期，社区召
开了业委会协商会议、楼道小组长工作会议，
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在每个楼道口先后张
贴了两次告居民书，组织楼道内的党员干部
率先垂范，带头执行，在群众中形成良好的氛
围。接下来又在小区主要路口设摊，向居民
发放垃圾袋，宣传撤桶并点后能有效减少小
区的污染源，为撤桶并点工作的开展打好心
理基础。在此基础上，制作温馨告示牌，竖立
在原有的点位上，并摆放绿植，引导居民正确
投放。

周颖说：“以前每个楼道基本会设置一组
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确实给居民丢垃圾提供
了方便，因为这些点位从小区落成时就已经
形成了，一下子要改掉，居民在心理上肯定会
存在落差。为给小区居民提供方便，让居民
有个缓冲的过程，社区先把多个点位合并成
2-3个，分别设置在小区入口及小区的中心地
段集中投放。刚开始，有部分居民表示不理
解，认为这样做反而不卫生，如果物业打扫不
及时的话，可能会造成垃圾成堆的现象。针
对居民的疑虑，社区一边继续宣传撤桶并点
的意义，一边积极与物业联系，让他们配合工
作，加强对新点位的巡查及垃圾清运力度，还
聘请部分热心居民当志愿者，在居民中进行
宣传和督促垃圾分类工作。”

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在新点位规范有
效管理的前提下，各小区开始选址新建垃圾
房。对有条件建设垃圾房的，街道、社区积极
与物业、业委会协商，选址建造垃圾房，为社
区进一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方努力，目前鼓楼街道已建成20
个垃圾房、23个点位。撤桶并点后，小区的垃
圾投放成功率达95%以上。

8月2日，是石化三建社区和镇海第二医院约
好到居民家中义诊的日子。

石化三建社区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有
居民6000余人，60岁以上的居民有1201人，其中
独居的有97人，且不少已是耄耋之年。

按计划，上午要义诊3户居民。原本只是量
血压、测血糖的例行检查，而在一名姓龚的病人家
中，镇海第二医院内科副主任闫琦却发现，病人不
仅发烧至38.5℃，而且血糖“根本测不出来”。

病人家属说，除了喝水，病人已经两天没有好

好吃饭了，但因为没有其他明显症状，因此没有及
时送医。

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随行的一名护士
转头就往医院跑，没一会儿工夫，就推来了一辆便
携式救护床。

如此迅速，是因为镇海第二医院就在石化三
建社区里。站在病人家门口，一眼就能看到医院
的办公楼，步行不超过5分钟。

目送医生、护士把病人抬上床，向医院飞奔而
去，大家悬着的一颗心也都落了地。

从企业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
石化三建社区“盘活”医疗资源为居民谋福利

“幸亏今天组织了义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着镇海第二医院的医生、护士把病人抬到便携
式救护床上，直奔医院而去，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化三建社区党支部书记孙薇亚长长舒了一口气。从
企业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石化三建社区挖掘潜力，盘活资源，为社区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行动不
便的居民提供便捷、精准的上门医疗服务。

2017年，《关于国有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
职能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出台，拉开了国有企业
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升级”的序幕。

今年4月开始，石化三建社区正式从企业移
交到地方政府，逐步向城市居民社区过渡，迈入新
的发展阶段。眼下，石化三建社区的天然气管网
设施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接下来小区整体改造
也将相继展开。

在孙薇亚看来，破旧立新只是从企业社区向
城市社区转型的一个方面，“如何结合自身特点，
利用好企业社区原有的资源，更好为居民服务，是
转型中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

于是，她把目光“瞄准”了就在社区里的镇海
二院。经过协商，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不定期为社
区里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或者独居的老人提供上
门义诊服务。

不定期的上门义诊，只是“盘活”现有医疗资
源的第一步。无论是社区，还是医院，对“老有所
医”还有着更长远的设想。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
呈现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鼓励医疗资源进入
养老服务领域，逐步实现“养”与“医”之间的无缝
对接, 将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社区下一步将组建一支“助老”志愿
者团队，发动社区里相对年轻的老人结对年纪较
大的老人，比如“帮他们代配药、陪聊等”。

社区也将不定期地邀请医生为社区居民开展
一系列健康讲座，同时为有需要的老年居民提供
上门送药等服务。

“盘活”有利资源，实际解决社区老年人看病
就医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成为石化三建
社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迈出的扎实一步。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张斌

“我们在这家医院看了一辈子的病。”89岁的
王超均说。

他退休前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第三建设公司
员工，也是石化三建社区的“元老级”居民。1976年
社区第一批房子开工建设，他于1977年入住至今。

和很多大企业社区相似，幼儿园、学校、医院
也是石化三建社区的“标配”，让居民“足不出社
区”，就能解决几乎所有日常生活所需。

“1976年，医院刚建起来时叫卫生所；1980
年，卫生所改职工医院；2004年，医院更名为三健
医院；2007年改名为镇海第二医院。”王超均说。

曾经，石化三建的员工在镇海二院看病是“挂
个号、走天下”，只要付挂号费，后续的检查、配药，
甚至住院都是免费的。

其实，从2004年7月开始，镇海二院就已经
移交地方管理，目前是一家综合性二级乙等医
院。居民看病需要自付的比例也是逐渐提高，目
前和城镇居民一样，全部纳入医保。

不过，对大部分居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居民而
言，到镇海二院看病已经成了一种“改不掉”的习惯。

习惯背后，跟空间距离有关，毕竟放眼全市范
围，综合性医院开在社区里的，极为罕见；更和心
理距离有关，经过那么多年的相处，医生和病患之
间早已知根知底，和亲人一样。

义诊的路上，一位满头白发的居民看到闫琦经
过，立马兴冲冲地上前挽住她的手，几乎整个人都
贴在她身上。随后，这位居民又转身从家里拎来一
袋糖果塞到闫琦手里，说：“这是我孙子的喜糖。”

盘活资源，构建一个宜居的养老社区

曾享受过“挂个号、走天下”的待遇

救命的“最后一公里”

海曙244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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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第二医院护士上门为年迈、行动不便的居民检查身体。 记者 崔引 摄

南门街道万安小区的垃圾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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