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62个村庄里脱颖而出，站上第
二季度北仑区垃圾分类排行榜首位。在
大碶街道九峰山社区杜家村，尽管这个
成绩公布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但至今不
少村民还会挂在嘴边，脸上是掩不住的
小得意。

这是一个城中村，地处大碶街道与霞
浦街道交界处，靠近329国道、太河路，居
住人口约1200人，其中一半是外来租户。

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复杂的地方，家
家户户门前的两个垃圾桶里却很少看到
不规范的分类情况。村民们都说，这是老
杜带着督导员用“脚力”拼出来的。

入户宣传，专找村民晚饭时间

老杜名叫杜良懿，今年53岁，是杜家
村的村务副主任，跟垃圾分类“杠”上是3
年前的事了。这项工作太难，但坚持下
来，村容村貌将发生很大变化。用他的话
说，这是支部书记带队、团队作战、全员配
合的结果。

记得2019年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初
期，在老杜牵头下，指导员周俊杰、督导员
陈爱娣和孙杏芳、清运员蒋永军、清扫员
贝德裕“组团”成为村里垃圾分类工作的
核心力量。

结合农村特色，这里的垃圾分类宣传
办法很“土”。除了常规分发宣传手册、有
害垃圾兑换礼品外，家家户户的厨房里还
贴上了一张分类“秘籍”。一到饭点，老杜
更是带着团队上门，厚脸皮地成了村民饭
桌上“不请自来”的常客。

从不会分到愿意分，这个过程一定有
“阵痛”。不少村民嫌麻烦，有抵触心理，
老杜就一遍遍上门，拉家常套近乎，当然
主要目的还是不厌其烦地指导和宣传。

人心肉长，更何况都是同村人。慢慢
地，许多人开始接受并努力尝试着配合垃
圾分类工作。

一天两个时段巡查，只翻垃圾桶

谈感情，也要谈规则。村民垃圾分类
做得好不好，看看家门口绿、黑桶上的圆
形贴纸就知道。红色贴纸，说明分类好；
黑色贴纸，说明分类差。这是村里建立的

“红黑榜”制度。
除了当“老娘舅”，老杜一天当中最要

紧的工作就是翻垃圾桶。每天早上和午
后，他和两位督导员要挨家挨户查看村民
家门口垃圾桶的分类情况。全村450户，
一趟下来至少要花两小时。

这几年，老杜一门心思扑在垃圾分类
工作上，当村里的面貌愈发整洁时，加入
这支队伍的力量也愈发充实。眼下，村里
成立了党员“帮帮团”、村民“放大镜”队
伍，由党员、村民组长带头不定期检查垃
圾分类情况。

“争取下一季度的垃圾分类排行榜，
我们还是第一！”有了大家的配合，老杜的
目标越来越清晰。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顾维娜

掐着饭点入户宣传
一天两次全村巡查
这个“垃圾分类第一村”
背后有个拼“脚力”的老杜

部分乱象已经得到整治，但仍有市民不自觉
8月6日，本报对轨道交通1

号线福明路站、2号线倪家堰站
等交通场站附近的违停、占道、
乱扔垃圾等乱象进行了曝光。
在昨日的走访中，记者发现，时
隔两日，经过相关部门的整治和
清理，许多不文明的现象已经有
了较大改观，但还是有些市民不
自觉，让管理人员“防不胜防”。

昨日上午10点多，记者在
福明路上看到，世纪东方广场地
下停车场入口处外面的绿化带
里，一名男子正在施工。在他的
身后，是一辆小推车。从现场
看，之前放在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内的数十个蛇皮袋，已被搬走，
也没有新的堆放物。推车里堆
满后，该男子就把车给推走了。

停车场往北数十米外的非
机动车道上，仍然有3辆私家车
停在这里。“刚从地下停车场出
来，接个电话，马上就走。”“这儿
的非机动车都有‘两车道’了，不
会影响他们的。”“我刚送人来世
纪东方广场，要不了几分钟就开
走，就歇一会。”记者询问时，3
名司机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至于在人行道上焊接、组装
的情况，记者当天并没有新的发
现。记者从围挡上看到，该处是
公厕施工区域，施工方贴出告
示，希望市民对“不便之处，敬请
谅解”。

记者随后来到了轨道交通
2号线倪家堰站，在A出口外的
吸烟亭外，依然有6辆电动自行

车“堵门”，旁边的非机动车停放
处停满了车。吸烟亭里，和记者
上次看到的情况相比，干净了许
多：灭烟槽里，没有看到烟头，更
没有看到纸巾；角落也没有烟
盒、烧烤串等垃圾。不过，地面
上还是有3个烟头。

“看到报道后，我们就协调
工作人员去清扫了。”当地一名
城管执法人员表示，其实吸烟亭
里平时一直都有人在清扫的，但
往往是扫干净了又有人丢，可以
说是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还有
吸烟亭门前乱停的非机动车，附
近的日湖公园管理处也经常派
人整治，下一阶段将增派人手，
加强巡查的力度。

记者 马涛

■《轨交、公交场站附近违停、占道乱象有点多》后续

江北万达广场南临云飞路、
西临江北大道两条主干道，随着
其人气的提升，周边的电动自行
车停放很成问题。昨日上午11
点，记者沿着江北万达西侧的江
北大道一直走到南侧云飞路，发
现人行道上电动自行车停放非
常混乱。虽然有些地方用白线
划了非机动车停车位，但是很多
车辆停得不规范，车位内的车辆
摆放不整齐，有的一半在线内一
半在线外，还有一些随意停放在

外面，甚至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
道上。其中一些公共电动自行
车停放尤其混乱。记者观察发
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
自行车多数是外卖小哥的，他们
为了赶时间，不愿意把车子推上
马路牙子，在非机动车道边上随
意一停，就匆匆离开取件去了。

江北万达广场西南角的云
飞路人行道几乎被电动自行车
占满，电动自行车前后停放了两
排，中间只剩下一条盲道，仅容

行人、电动自行车单向通行。而
旁边几米外的万达广场内部电
动自行车停车区却很空。周围
也没有工作人员进行引导、规
范。

“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到了晚
上更多，人行道只剩几十公分
宽，走到一半看到对面来电动自
行车了，还得退回来，真是太不
方便了。”路人杨先生说，他就住
在旁边小区里，平时经常路过此
地，觉得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地点：江北万达商场西侧与南侧
电动自行车占据人行道、乱停放

江北万达商场边电动自行车停放非常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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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电动自行车乱停放、行人天桥下乱穿马路……

商贸综合体周围这些现象要引起注意
商贸综合体是一座城市的消费水平、

生活方式以及财富的风向标，也是一座城
市的名片，其任何细节都事关城市形象。
昨日，记者在多个商业综合体周边走访发
现，许多问题都与“交通”有关。其中，电动
自行车乱停、行人乱穿马路等情况屡有发
生，不仅不文明，有碍市容，还对自身及他
人安全造成妨碍及威胁，值得相关单位和
执法部门引起重视。

昨日中午12点多，记者来
到天一商圈南侧日新街与柳汀
街交叉路口，这里地处宁波市中
心，是繁华商业区，附近的人流
量和车流量都很大。为了缓解
交通压力，在这个路口的北、西

两侧建了过街天桥。但有些行
人不走天桥，竟然在桥下乱穿马
路。

记者停下来观察了5分钟，
发现前后有六七人乱穿马路，有
的还是斜穿马路。其中一位年

纪比较大的阿姨走到一半时，看
到红灯时间要到了，不得已小跑
起来。

路口一位保洁阿姨说，这个
路口经常有人乱穿马路，每次看
到都替对方捏把汗。

地点：日新街与柳汀街交叉路口
行人从过街天桥下乱穿马路

这里距离东岸里广场只有
几百米，路边摆放着七八辆带有
某商家的统一标识的绿色电动
自行车，它们有的少了后轮，有
的少了前轮，有的没了座位，都

已经残破不堪，已经成了一堆烂
铁，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管
了。旁边是该商家的店面，记者
走上前发现店门已关，门头的显
示牌灯箱的电源、电线等都垂了

下来，而里面横七竖八的水槽、
家具以及收银台上的矿泉水瓶
等显示，他们关店前没有好好准
备和收拾。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地点：民安路以南的江东北路西侧人行道
几辆电动自行车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