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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柳街道创建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114 个垃圾分类网格；垃圾分类居民
参与率从启动之初的30%提升到了95%以
上；大力推行“桶长轮值制”，今年上半年
累计开展守桶督导 5000 余人次，分类准
确率提升至75%；撤桶并点累计撤除点位
800余个......这一串串数字都是鄞州区东
柳街道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的缩影。

记者昨天从东柳街道了解到，该街道
通过“引领篇、破难篇、保障篇”率先开始
了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工作。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赵美鋆 文/摄

变“要我分”为“我要分”
为全面铺开垃圾分类工作，东柳街道在辖区

建立了114个垃圾分类网格，包片联户开展垃圾
分类进家庭、进楼宇、进学校、进街巷等“十进”活
动，实现辖区居住小区、公共机构、商务楼宇垃圾
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全员参与，街道从社区老
龄党员、机关干部、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四大群
体”入手，组建了“银龄守护”“红色先锋”“俏厨
娘”等多支志愿者队伍，让居民志愿者成为小区
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员、培训员、督导员。

制度的约束也必不可少。“我们制定发布了
《街道垃圾分类标准“十条”》《物业垃圾分类考核
奖励办法》等细则，并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公约、
综合执法进小区执法内容、物业信用评级范围并
公示上墙，让各分类主体奖惩有据可依。”东柳街
道办事处主任陈启介绍道。

在多方力量的带领下，居民参与率从启动之
初的30%提升到了95%以上。

变“粗放分”为“精准分”
东柳街道辖区内教育资源丰富，通过“社

区+学校”模式，与辖区20所中小学、幼儿园等常
态化开展垃圾分类手绘、环保酵素制作、手牵手
爱心义卖等系列活动，带动垃圾分类工作人人都
会，家家都做，学生家庭抽样分类准确率为
98.5%。

街道每年还开展垃圾分类“十佳楼道”、“优
秀家庭”、“垃圾分类达人”等评选活动。目前，辖
区内有市、区、街道各级优秀家庭250余户，街
道级示范楼道25个，区级垃圾分类达标小区27
个，市级示范小区6个，市级优秀小区1个，省级
高标准示范小区4个。

为改变传统收运“小、散、乱”的状况，东柳街
道还实行“智能+”硬件跟进，在全区率先引进的

“智能垃圾桶”设备，全部安上智能传感设备，有
效破解垃圾桶满溢、混投混运等难题。

“制度+”也是推进此项工作的另一法宝。东
柳街道在各社区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四色积分”
兑换、“绿色账户”、楼道积分亮相、微信打卡、监
督考核、评优奖励等制度，形成有力的监督约束，
让垃圾分类工作有“制度”更有“力度”。

1名志愿者管住1个单元，垃圾袋能回溯到住户

下应湾底村垃圾分类见效了
“一季度发一次垃圾袋，每户 93 个，编号和住户

都对上了吗？对上了，咱就去发吧。”
“好了，都存在电脑了。”
这是来自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的两名专管垃

圾分类工作人员的对话，自从将村里发放给住户的
每个厨余垃圾袋与住户的信息对应后，垃圾分类工

作一下子就顺利许多，两个多月里，抽查合格率提升到了 85%以上，这样的
效率让工作人员有了很大的获得感。

21日，记者对湾底村的垃圾分类情况做了详细采访。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朱娇娇 吴靖

1名志愿者管住1个单元有人负责
湾底村有一支98人的志愿者队伍，由老

党员、村民代表和村内的妇女等组成，自启动
垃圾分类工作以来，这支队伍成了“主力军”。

98人中，每2人一组，每1名志愿者负
责一个单元的住户，每幢居民楼则配备2-
3组的志愿者，并建立了一个“垃圾分类志
愿者”的微信群，用来实时督导、情况反馈。

在垃圾分类宣传前期，志愿者每周一
次上门进行宣传、垃圾分类检查，检查厨余
垃圾是否和其他垃圾分开放。

志愿者毛桂香说：“刚开始阿拉去检查
的时候，大家的分类都不是很好，有些还会
分错，不过现在垃圾分类做得很好了。”

湾底村还将垃圾分类写进了村规民
约，志愿者每次入户宣传和检查，都会记录
在册，进行积分，并形成数据汇总，每个月
村里都会形成表格。一旦达到一定的积分，
可以领取小奖品，来提高和激发村民的积
极性，积分情况较差的住户，志愿者会重点
关注，增加入户检查的次数。

并不只是自住房的住户，湾底村对出
租房人员，也有相应的措施。

志愿者检查出租房时，若发现有垃
圾分类不到位的现象，会将情况反馈给
村里，村里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房主，由房
主出面进行劝导。

每个垃圾袋都有编号明确责任
到目前为止，湾底村垃圾分类督导已

持续开展了两个月，除了每周一次的志愿
者上门督导，小区内还配备了3名专门的
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其中2名为桶点督导
员。

而这3人使用的，对厨余垃圾袋编号、
根据编号判断对应住户是否做到位的这一
招，真正将村里的这项工作带上了正轨。

湾底村妇女主任章雪萍告诉记者，今年
5月底，其中1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对发放
给住户的垃圾袋上的编号进行录入和统计，

“每个住户每一季度一共能拿到93个厨余
垃圾袋，我们根据他们的房号进行编号，比
如101室的编号是1-93号，那么102室就
是94-186号，以此类推。”

这样一来，当天早晚不定时抽查垃圾
桶内的垃圾是否分类到位时，桶点督导
员就会知道，哪个袋子分错了，对应的是
哪一户住户，并拍照记录垃圾袋内分类
情况。

“随后桶点督导员会将垃圾袋的照
片发送到我们‘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微
信群里，负责这一户的志愿者了解情况
后，会重点关注，并增加上门检查次
数。”章雪萍说。

“垃圾分类的工作一定要落实到实处，
村民的观念一定要改变。村里的志愿者入
户督导，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一定会保持
下去，努力形成垃圾分类‘湾底做法’。”湾
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说。

督导员和志愿者对住户投放的垃圾做检查。通讯员供图

华光城社区华光城社区““有害换有爱有害换有爱””活动日活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