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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点事件、疑难问题及时做出客观的报道，让人们看到事实和真相是记者的职责和担当。但

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反映矛盾，更要促进事情的解决，寻求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推动社会的进步。说实

话、动真情、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我们走在践行“四力”的路上。

2019年5月，我关注到了一条新闻线
索——鄞州区东湖花园一期数百名业主联
名提议罢免小区业委会，这份罢免申请已
提交到了中河街道和东湖社区，相关程序
也已开始启动。

未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财务不公开、
侵犯业主知情权、个别业主被踢出小区微
信群……业主们提出的罢免原因有很多。

这些问题仅仅存在于东湖花园一期
吗？或者说，业主、业委会、物业、社区等多
方关系的不和谐，是否已成为宁波众多小
区的“通病”？我多想了一层，于是便开启
了历时4月有余的对于小区治理这一话题
的关注。

从5月到8月，我接连走访了海曙区
盛世华城、高新区九五花园、北仑区荣安花
园、江北区三和嘉园、高新区绿城绿园、鄞
州区东岸名邸、海曙区文昌花园等众多在
小区治理方面有独到经验的、各种类型的

正面样板小区，《宁波晚
报》共刊发了20余

篇“小区治理共
探索”系列报
道，从各自
特色分析
这些小区
的 成 功
之道，以
寻 找 是
否具有被
其他小区

借 鉴 的 意
义。
8 月 28 日，

宁波晚报与市文明
办一起，创新性地组织

召开了小区治理共探索大型
座谈会，将前期向市民和网友征集

的现阶段宁波众多小区在治理方面存在的
十大难点，反馈给有关主管部门，并展开讨
论，寻求解法。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所有人
员都感觉意犹未尽。有的参会人员表示，
要将此次所学的经验进行推广，和兄弟
小区的业委会、物业负责人做进一步
交流。看着有人为自家小区存在的
问题找到了解法，我为自己是一名记
者而自豪，也觉得这几个月的努力
是值得的。

这次座谈会的举行，让我意识
到，新闻并不只是纸上谈兵，而应该
真正从民生出发，真正为百姓做一些
事，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努力。

记者 朱琳/文 崔引/摄

2019年 9月 11日，《宁波晚报》推出的
《“蔬菜垃圾”竟上了市民餐桌》的报道，引起
读者的强烈关注。

报道披露了飞虹立交桥旁边的蔬菜副食
品批发市场，活跃着一群捡菜人，当腐坏变质
的废弃蔬菜被拖到垃圾中转站，倒入垃圾处
理池的时候，他们会跑过去，拣出尚未完全腐
坏的蔬菜，通过剥皮、去烂叶、清洗，重新流入
市场，上了市民的餐桌。

为了揭开这一内幕，我们耗时近两个星
期。

提供这个线索的读者也只是听说而已，
并未亲眼见过。尽管如此，我们并未轻言放
弃，而是跑到市场摸底踩点。

偌大的批发市场，第一天上午过去，转一
个多小时，没发现啥可疑情况。反复打听才
知道，这个时候，垃圾早处理完了。

第二天，早上7点前赶到市场，这才发现
捡腐坏蔬菜的现象确实存在。市场拉过来的
腐坏蔬菜不定时，我们只能在市场里转，看到
有人捡菜就拍摄照片，收集证据。蹲守了两
天，掌握了收集“蔬菜垃圾”的证据。

接下来，就是这些“蔬菜垃圾”的流向。
前来收购腐坏蔬菜的，多数骑电动车，我们跑
到市场附近的租车点，租了辆小电驴。第一
天，我们跟踪到兴宁路的一家快餐店；第二
天，我们跟踪到联丰中路的一家菜市场；第三

天，跟到半路跟丢了；第四天，我们发现竟然
还有开着小货车来的。经过数天跟踪，取证
环节终于完成。

事件披露后，批发市场管理层介入调查，
确定捡菜人主要是市场保洁人员，当天就约
谈了保洁公司，要求加强保洁人员管理，否则
直接解除合同。

9月12日，批发市场清理了捡菜人“窝
点”，打墙封堵了报道中提到的捡菜通道。

随后，批发市场又在垃圾中转站及附近
角落，加装了视野宽阔的监控摄像头，同时对
市场内三轮车进行整治，断绝捡菜人的运输
工具，并加强市场门检管
理，禁止无票出场。

经过《宁波晚
报》的舆论监
督，腐坏蔬菜
流出批发市
场 的 源 头
被 清 除 ，

“ 蔬 菜 垃
圾”上餐桌
的链条被切
断，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市
民餐桌的安全。
记者 程鑫 张晓曦

2013年，宁波刚刚启动垃圾分类，当时有很多人发出这样的困
惑，在国外搞了几十年才搞成的东西，在宁波可以搞成吗？

如今，经过6年发展，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流行开来，
宁波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作为一名见证者和记录者，我亲眼目睹了垃圾分类从无到有然
后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里面，有白眼，有冷遇，还有
冷嘲热讽和不理解，但更多的是乐观向上。

记得垃圾分类刚开始时，去小区或机关采访垃圾分类，要给人解
释半天什么叫垃圾分类。到了第二年，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就突破了
80%。第三年，在我采访的居民中，大部分人开始试着垃圾分类。

但依然有人感到困惑，我们分类了，会不会一车混装拉到处理场
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写了大量报道，给市民释疑解惑。

6年来，宁波的垃圾分类一步一个脚印前进，从之前的
“为什么要分”到现在的“我要分”，从设施不全到硬件配
套全部到位，从业人员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同时，市民
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为美丽宁波增加了不少风
采。

如今，垃圾分类已经在全国推行开来，宁波因为实
施得早备受注目，垃圾分类“宁波经验”闻名一时。据城
管部门统计，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前来取经者，他们为

宁波在垃圾分类方面取得的成绩而点赞。
最后我想说的是，宁波的垃圾分类是在平静和谐的气氛

中推进的，老百姓在润物细无声中选择了接受、学习、从我做起
……作为一名记者，我相信，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港口城市，宁波

人面对新生事物，从来不会拒绝，而是想方设法做得更好。
记者 边城雨

从报道问题
到寻求治理

小区“通病”的解法

蹲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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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让梦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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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垃圾处理池里的萝卜。

考察团走进参与都市报系垃圾分类小区变形记的中兴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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