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放垃圾时，突然有志愿者要
开袋检查，起初社区很多居民有些
不适应，但这些“大妈找茬团”却很
有一套。

李英英负责南裕二期5幢点
位，这一幢都是小面积的住房，
80%居住的都是出租客，他们的垃
圾分类意识普遍不强。

前阵子，李英英像往常一般站
在桶边督导，看到一位年轻人下来
扔垃圾，她要求开袋检查，但年轻
人却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嘴里嘟囔
着“多管闲事”，一边随手将垃圾袋
扔在桶外就扬长而去。

这样的场景，李英英早就见惯
不怪了，但周边居民看到这一幕，
却纷纷为她打抱不平，大家要求去
监控室调取录像曝光。“算了，算
了，是小年轻，给人家一次机会！”
最后，还是李英英劝住了大家。

第二天晚上，李英英照常出现
在5幢楼的垃圾投放点位，她又一
次“偶遇”了这位年轻人。她主动

笑眯眯上前打招呼，这次反倒让小
伙子有些不好意思了。“小伙子，你
们上班每天都很忙，我理解，不过
垃圾分类也要做好。再说了，小区
环境好了，你住得也舒服一些。”

李英英说得入情入理，年轻人
有些脸红了，他主动打开袋子配合
垃圾分类检查。等再过几天碰到
他时，垃圾分类已经明显进步了，
李英英还不忘给他点赞：“我就知
道年轻人学起来快！”

“有些年轻人没有进行垃圾分
类，被要求开袋检查时难免觉得脸
红，甚至有抵触情绪。我都会跟他
们说没关系，这次没分好，我教你
怎么分，下次注意就好了，这样他
们心里听着会舒服一些。”她打趣，
既然选择当志愿者，脸皮就要厚一
点，“我每天都来督导垃圾分类，大
家看到我70多岁了还来当志愿
者，他们就不好意思乱扔了。”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陈燕 张程豪 文/摄

南裕社区有个垃圾分类
“大妈找茬团”

由10名退休老人组成，平均年龄65岁

“你好，请打开厨余垃圾袋，让我检查下你的垃圾！”
“这个装菜的塑料袋不能放在厨余垃圾袋，饭桌上擦手的纸巾要

放在其他垃圾桶！”
6月8日晚，家住鄞州区首南街道南裕社区的李英英准时来到小

区的垃圾分类点位，一边打开居民们的垃圾袋逐个开袋检查，一边指
导居民如何做好垃圾分类。

李英英是社区垃圾分类“大妈找茬团”的带头人，从5月初开始
到现在，她每天晚上都会在垃圾桶边进行开袋检查，每天志愿服务两
个半小时。

首南街道南裕社区属于拆迁
安置社区，以老年居民和出租户居
多，住户的垃圾分类意识普遍不
强，垃圾混投现象非常普遍。

今年5月初开始，南裕社区组
织物业和党员进行垃圾分类桶边
督导，看着他们风雨无阻出现在垃
圾桶边，很多居民被打动了。

“你们白天上班那么辛苦，晚
上还要来做桶边督导，太不容易
了！我退休了，以后我来当志愿者
吧！”有一次，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桶
边督导时，今年73岁的李英英走
了上来，自告奋勇参加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我年纪大了，找茬的事就
交给我吧！”

在她的带动下，社区很快组建
了一支“大妈找茬团”，由10名退休
老人组成，平均年龄65岁。经过社
区统一培训后，她们很快就上岗
了。每天晚上，她们人手一副手套，
拿着钳子，看到有居民来丢垃圾，就
会上前开袋检查。如果垃圾分类不

理想，她们索性将垃圾袋里的垃圾
倒入事先准备的桶内，一个个分拣。

平日里，柳定菊老人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照顾孙女，看着其他居民
纷纷报名志愿者，她就跟着加入了

“找茬团”。分身乏术的时候，她索
性带着孙女一起做垃圾分类督导
员，一边带娃一边做志愿服务。

在“大妈找茬团”的带动下，南
裕社区的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志愿
者越来越多，很多居民争相来报
名。短短一个月时间，有68人加
入志愿者队伍，年龄跨度越来越
大，其中最年长的73岁，最年轻只
有22岁。

郁方怡是应届毕业生，今年22
岁。因为成绩优异，她已经被保送
研究生，最近这段时间她正在家里
准备毕业论文。每天晚上，她陪妈
妈倒垃圾时都会看到社区志愿者
的身影，也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
量。第二天，她就来到社区报名，
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

退休老人组成“大妈找茬团”

开袋检查垃圾很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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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李英英（右一）在开袋检查。

2014年，侯晓耕进入北仑环保局
工作，一步步走过这里的山川和溪流，
逐渐对北仑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特别
是对这里的“水”有了深厚的情感。

“其实，干环保工作就像是挑担
子：一头装的是守护百姓对优质环境、
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头装着的是护航
企业安心发展、转型升级的使命。”对
于自己的工作，侯晓耕这样说道。

一场寻找污染源的大排查
2014年6月的一天，北仑区生态

环境分局接到信访投诉，有人反映某
公司附近的河道被大面积油污污染，
怀疑有企业偷排。投诉人不仅向环
保部门反映了情况，还向媒体提供了
相关线索。

当天下午2点，侯晓耕和同事抵
达现场后发现，河道受污染的水面有
几公里长，与河道一墙之隔的企业管
网复杂，调查难度很大。“先把河水污
染的源头找出来，是我们的当务之
急。”时任重监科科长陈罕丕对现场
排查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场寻找污染
源的大排查就此展开。

当天下午6点，在企业东北角，
终于找到了污染源头。原来是外部
工程施工造成地面下沉，拉断了围墙
内埋在地下的企业管道，造成污水渗
漏。一场关乎环境污染、企业清白、
监管压力的紧急事件就此化解。

猪粪臭味被疑企业排放臭气
像这样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

“冤枉”企业的投诉，侯晓耕碰到过不

少。“企业违法排污，作为生态环境部
门，我们肯定会严查到底。但我们也
不能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污染，耽误
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转型。”

有一年夏天，正在值夜班的侯晓
耕接到霞浦街道某村多名村民的电
话投诉，反映周边化工企业排放恶臭
废气，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于是他和
同事立即赶往现场。

一下车，侯晓耕就能感受到现场
紧张的气氛和村民激动的情绪，这次
他们不仅把矛头直指某化工企业，甚至
对环保监管也表达了严重的不信任。

侯晓耕和同事兵分两路，一方面
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情况和诉求，另
一方面全面排查异味来源。就在村
民这边吵得不可开交就要冲向企业
大门的时候，另外一边也传来了好消

息。原来，在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空地
上有人偷偷倾倒了一车新鲜猪粪，恶
臭的味道扑鼻而来。而再往上走，由
于风向的原因，离企业越近反而闻不
到味道。这更加证实了臭味的来源。

“一路走来，除了铁拳执法，我们
越来越重视对企业帮助与服务。”侯
晓耕说，除了及时查明影响企业声誉
的各类突发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部门
还积极组织企业与周边居民面对面
交流，开展“市民眼中的北仑”入企活
动、企业环境公众开放日。

“这样，群众能更了解企业的运
作和生态环境工作，从而不再戴着

‘有色眼镜’看待企业的排污。”侯晓
耕说，他希望扁担两头的企业和群众
能遵纪守法、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钧钧 陈晓众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北仑分局侯晓耕：

干环保工作就像是挑担子
一头装着百姓美好生活，另一头装着企业发展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