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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晓燕）当前，
宁波正在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举
行“争创‘六连冠’，代表再出发”活
动，全市8600多名人大代表，将积
极投身到创建活动中，切实履行人
大代表的神圣职责，引领全市人民
争当高素质文明人，共建高标准文
明城。

接下来，市人大常委会将大力推
广“文明创建代表言”活动。立足人

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模范带头作用，10位市人
大代表将分别担任“垃圾分类”“文明
就餐”“文明交通”“随手志愿”“重信
守诺”“文明乡风”“文明旅游”“文明
上网”“排队守序”“文明经营”10种
文明好习惯的公益代言人，围绕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等法规实施，依托代表联络站，开
展一批“线下、线上”相结合的主题宣
讲和接待活动，通过以案说法、以案

释法，倒逼文明习惯养成，推动营造
人人参与、合力共创的良好氛围。

100位人大代表受聘成为文明
创建监督员，深入推进“文明创建代
表督”活动。全市各级人大将加强
上下联动、左右衔接，选择一批涉及
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市场环境、食
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作为人大监督的重点和代表集
中视察、专题调研的主题，形成高质
量的代表建议，开展重点类代表建

议督办，聚焦实际问题解决，推动各
类文明顽疾的彻底根除。

同时，8600多名人大代表将全
员参与行动，广泛推行“文明创建代
表行”活动。所有代表小组将就近
就便开展巡查、扫街等活动，采取随
见随拍、随录随记的方式，查找生活
中不文明行为。人大代表将以微信
为主要阵地，打造“文明创建代表监
督平台”，开展诊疗式监督，提出建
设性建议。

从垃圾房到长椅，已经40多
岁的港务新村丝毫不见“中年的油
腻”，反而迸发出质朴、清新的勃勃
生机，前不久还被评为省垃圾分类
高标准示范小区。

董俊美说，“军功章”的一大半
要归功于住在小区里的居民。

2006年，陈绪民刚搬到港务
新村时，居住环境有不少“槽点”。

“原来这条路坑坑洼洼的，遇到下
雨天，一步一个水坑。”他指着垃圾
分类服务驿站门口平坦的水泥路
说。

“小区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这句口号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真要付诸实践却不容易。

原先住在后大街社区的陈绪
民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搬到港务新
村后，他初心不改，积极参与社区
的各项活动，目前是垃圾分类督导
员。

港务新村共有8个垃圾投放
点位，陈绪民的督导不是走马观
花，而是把每个垃圾桶都翻上一
遍，将居民没有分仔细的垃圾重新
分类。

除了港务新村，他每天督导的
范围还包括海港社区的其他小
区。早上7点半出门，常常要忙到
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4组电瓶
的电动自行车充一次电顶多只能
开一天。

小区刚开始推进垃圾分类时，
党员、居民志愿者冲在第一线，每
天早晚各花一个小时桶边督导、入

户指导，一干就是两个月，风雨无
阻。

“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各种
抱怨比较多，大家感觉挺委屈的。”
包国芬说，前后花了差不多半年，
大家慢慢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看到这些变化，感觉很自豪，所有
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像陈绪民、包国芬、孙秋云
这样热心居民的带领下，一个“居
民自治服务体系”在港务新村逐渐
形成，“社区需要帮忙，只要说一
声，志愿者们就会自己安排好人
手。”董俊美说。

镇海区人大代表丁纪芬也住
在港务新村。她说：“除了热心居
民比较多，社区能够第一时间解决
居民提出的问题，也大大鼓励了居
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热情。”

“小区的广玉兰、香樟树长得
又高又密，影响采光，修剪又需要
跟相关部门沟通，社区一次次去联
系，不厌其烦。”

“小区部分地段地势低洼，遇
到台风、下雨时常积水，社工们每
天都回来打卡，了解情况。”

“以前居民没地方晒衣服、被
褥，有的直接摊在绿化带上，有的
自备衣架晒在路边，看起来不雅
观，社区及时在适当的地方安装了
晾衣架。”

“社区和居民之间不仅在日常
工作中形成良性互动，也增进了彼
此间的感情。”丁纪芬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罗梦圆

10位市人大代表为文明好习惯代言
全市8600余名人大代表将参与文明创建

一栋垃圾房背后的故事
镇海港务新村的基层治理之道

曾经的垃圾房，如今成垃圾分类服务驿站
这栋小楼坐落在镇海区招宝

山街道海港社区港务新村主干道
边上，贴着马赛克瓷砖的外墙一下

“暴露”了它的“年纪”。
港务新村建成于上世纪80年

代初，原宁波港务局职工居住区。
居民陈秋云在这里住了将近 40
年。据她回忆，这栋小楼原来是垃
圾房。

“你看楼边上有个楼梯，人走
上去，从洞口把垃圾丢到一楼。一
楼平时是封闭的，清运垃圾时才会
打开。”

2009年，港务新村正式移交招
宝山街道属地管理，成立海港社区。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
改变，小楼结束了它作为垃圾房的

历史使命，一度被用来堆放杂物。
直到2019年，小楼旧貌换新

颜，摇身一变成为社区的垃圾分类
服务驿站。

驿站的桌子上竖着一块牌子，
从“分类知识培训”到“变废为宝制
作”，从“党员志愿服务”到“积分有
礼兑换”、“有害垃圾收集”……周
一到周五，每天都有活动。

小楼一旁，粉刷一新的废旧轮
胎、废弃自行车“凹”出了一个乡村
田园的“造型”，也为老小区平添了
几分时髦的气息。

海港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董俊
美说，因为建成年代久远，小区的
部分绿化老化，“多亏社区花卉协
会的志愿者帮忙”。

“这里连出租房也特别吃香”

港务新村是海港社区面积最
大、户数最多的居民小区，有居民
1700多户。像垃圾分类服务驿站
这样的“点睛之笔”还有不少。

在其中一栋居民楼旁的树荫
下，有几把公园里常见的木质长椅。

过去，居民下楼聊天需要自备
椅凳。“一来不方便，二来大大小小
的椅子看起来也不整洁，我们干脆
在这里添了些长椅。”董俊美说，蛮
受居民欢迎的。

在港务新村，创意点亮的不止
是角落，就像社区楼群党支部书记

包国芬形容的：“一走进这里，就给
人一种很敞亮的感觉。”

从外墙粉刷到水电气改造，从
路面平整到绿化升级……包国芬
1997年入住港务新村，眼看着它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亲家母2003年来时，还嫌
弃我们小区脏乱差，前两天再来，
连连夸赞我们小区是高档小区，还
说‘房价贵是有道理的’。”说起自
家小区，陈秋云忍不住多夸两句，

“我们这里的出租房也特别吃香，
环境干净、温馨。”

被“点亮”的角落背后的基层治理之道

矗立在港务新村主干道边上的独栋二层
小楼自带“穿越”属性：一楼门面是社区的垃
圾分类服务驿站，二楼外墙仍保留了颇具年
代感的马赛克瓷砖。

对这样一栋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
小楼，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而是“回收利
用”，背后有这样一段故事和一群人……

垃圾房如今成为垃圾分类服务驿站。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