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武英在做志愿者。

嘉华大厦雨污分流项目建设。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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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圾
分
类

A05
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胡红亚 美编/雷林燕

特别报道 2021年11月15日 星期一

让碧水流入心田

2021 年以来，首南街道在
2020年完成“污水零直排区”省创
建设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特别是以省级创建
验收反馈意见及今年新开工“污水
零直排”项目为重点，以点带面，纵
深推进“污水零直排”建设。

首南街道全域面积较大，创
建业态相对丰富，根据生活小区
类、六小行业类、工业园区类进行
雨污水管网全面整治。为此,街道
因地制宜新安排“污水零直排”项
目5个，其中水利民生实事工程3
个、住建工程标项目2个、街道相
关工程2个，投资1500余万元。

九曲小区一期已于2019年
进行雨污分流改造，但由于小区
西侧部分污水管未纳入管网体
系，使得污水无法正常外排，污水
井内水位居高不下。街道启动截
污纳管工程，新建一根污水管，与
鄞州大道污水井接通，解决污水
管污水外排问题。

天童南路两侧涉及陈婆渡小
区、格兰春天一二三期、唯爱大
厦、米兰公馆、鲍家耷小区、德盛
家园等众多住宅小区，建成交付
多数已经十余年，内部普遍存在
管网破损堵塞、雨污合流等现
象。为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恢复
雨污水正常排放功能，街道安排
约100万元专项资金，对沿线小
区内管网进行检测，并将有问题
的管网进行修复。同时，街道计
划启动重新铺设长度约1.4公里
的天童路污水主管道工程，并将
沿线建筑内部的支管纳入该市政
主管网中。

“现在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
在一天天提高，我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感谢他们的一直努力，也
感谢这个好时代。”采访中，多位
居民由衷地说。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何霞娜

2021年即将进入尾声

首南街道这些“蝶变”
令人难忘

2021年即将进入尾声，这一年，有很多事令人难以忘记。
这一年，鄞州首南街道的居民们感到，身边很多东西在悄悄改

变：生活环境提升了，幸福指数也增加了……
这一年，首南街道交出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纵深推进
全域环境整治

今年，首南街道依托全区
城乡接合部整治行动，对鄞州
区“三改一拆”办下发的相关
点位清单进行核查梳理，并举
一反三对辖区内开展全面自
查，排摸问题底数，以城乡接合
部的“两路两侧”“四边三化”区
域为重点，动真碰硬、破零攻
坚、精准发力，全面启动城乡接
合部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自9月中旬以来，首南街
道已累计处置下发问题点位
132个，排摸并整治举一反三
点位114个，共计清退拆后地
块80余亩，腾空工治地块150
亩，拆除各类违建 112 处共
35500 平方米。拆除农棚田
舍70余个；完成250余家沿线
企业店铺的检查工作，关停28
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180余
处；吊离集装箱80个，清除乱
堆放钢板建材12200余吨，清
理堆物、垃圾1040余车；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40余起，劝离大
型渣土车127辆，其余各类车
辆340余辆，拖离“僵尸车”46
辆；补种绿化草皮4100平方
米、小灌木1400余株，整理飞
线5100米，设置机非隔离栏
1800余米，修复粉刷喷绘墙面
3700平方米，新建围挡440余
平方米，侧石修补230余块。

下一步，针对上述存在的
各类问题，街道将追本溯源、
把正方向，一手抓环境整治不
松劲，一手抓全域治理不动
摇，以“两手抓、两手硬”姿态，
常抓不懈做好城乡接合部环
境整治工作，真正做到近期立
竿见影，取得成效,长远管控
结合，形成常态。

垃圾分类作为一种“新时
尚”，在首南街道一直紧抓不懈，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历次
评比中都名列前茅。“除了各级部
门的大力推进外，还有一群志愿
者在背后默默努力着，使这项工
作日益深入人心。”首南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首南街道所属社区共
有垃圾分类志愿者数百名，桶边督
导、入门宣传、举办各种活动……
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垃圾分
类工作既平凡又不凡，这些志愿
者在看似普通的岗位上用实际行
动推动了垃圾分类的进展。

徐武英，陈婆渡社区垃圾分
类督导员，加入志愿者队伍前她
是一名普通的工厂工人，如今做
志愿者已经一年多了。自从陈婆
渡小区撤桶并点以后，垃圾点位
由原先的46个并为3个，刚开始
的一个月，不少居民并不习惯，偶
尔还会出现垃圾扔放在原先点位
的现象。徐武英了解到这个情
况，每天都会比往常安排的督导
时间早一个半小时开始巡逻。

撤桶并点后，小区里住着的
几位高龄老人由于腿脚不方便，
扔垃圾比较吃力，徐武英便与其
中一位高龄老人结对，每天两次
定时到家里上门收垃圾。去年7
月，徐武英出了次小车祸，本该在
家好好休养，她却待不住。“走路
没什么大问题了，一天没去做志
愿者就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徐
武英笑道。

九曲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服
务团队是由一批社区热心居民组
成的近百人团队，目前分散在九
曲一期、九曲二期两个拆迁安置
小区。

分类撤桶并点，从原来100
多个投放点撤到目前两个小区共
12个点位（一期6个、二期6个）。
起初桶边督导人员不足，社区志愿
者团队主要负责人张佩佩阿姨，通
过社区业委会、社区楼道长、热心

居民等先发动一部分人参与进来，
开始先在社区人员比较集中的几
个点位进行桶边督导工作，以点带
面辐射开来。一开始，九曲小区居
民不知道垃圾分类究竟是做什么，
有什么作用，甚至还有居民调侃

“做桶边志愿者是不是有偿服务、
赚工资”，后来居民们逐渐有了认
知，参与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从刚
开始的落实2个点位，到后来点位
全覆盖，12个点位都有志愿者在
参与桶边督导工作，垃圾分类质量
有了质的提升。

在南裕社区，也有一个自主
运行了一年多的志愿者队伍，领
头人就是鲍伟彪。南裕二期也是
一个拆迁安置小区，主要住户为
鲍家、三桥、干墩的居民，且外来
人口较多，流动频繁。之前，南裕
二期垃圾分类基础极差，多次受
到批评。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
际，2020年8月，平时从不显山露
水的鲍伟彪师傅走进社区说：“我
来拉一支队伍，守在垃圾桶边。
有人在，乱扔的就少!”

组建一支队伍，谈何容易？
南裕二期有四个分类亭，若每天
一人，早晚高峰期都安排守桶就
需要28人。有谁愿意被“绑”在
垃圾桶边？而且社区之前也做过
努力，但总是持续不了太久。然
而，鲍师傅两三天就拉起了一支
20多人的垃圾分类队伍。

鲍师傅的努力不止于此，他认
为每人一天太累了。因此，他要找
更多的人分担，壮大队伍。慢慢
地，二期的志愿者队伍扩大到50
人。这是一支团结奋进的队伍，秋
去春又来，不知不觉间，大家在鲍
师傅的带领下走过了近一年。

在鲍师傅的带领下，南裕二
期的志愿者工作不仅限于守桶督
导，还帮助提升小区环境。他多
次组织大家将小区草丛里隐藏的
垃圾捡出来，让绿色更绿。最近，
鲍师傅又联合几位志愿者改造起
了楼下小花园。

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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