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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颜宁 孙丹静）垃圾
分类工作如火如荼，许多村、社区想了许多小点子，来
助力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镇海骆驼街道中街社区的
东邑家园小区最近实行了一个特别的投放垃圾方法，
所投的厨余垃圾都需要过秤。

在小区垃圾房前，垃圾分类督导志愿者脚边放着一
台电子秤，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先要称重。在中街社区
的工作人员手上，还有一本装订成册的“东邑家园垃圾
分类定点定时控量明细表”，上面记录着东邑家园每户
人家的投放量是否超标。

采访当日，邵阿姨拎着两袋垃圾走到垃圾投放处，
将手中的一袋厨余垃圾放到工作人员的秤上。

“这次垃圾轻了嘛！”工作人员看着电子秤上的数
字和邵阿姨聊道。

“我把里面的汤汤水水都先沥干净了才来扔的。”
邵阿姨笑着说。

自从东邑家园小区实行“称垃圾”的督导方法，定
期记录居民所扔的垃圾量之后，每户人家每次扔了多
少垃圾心里都有了数，邻里之间也会有一个比较。“这

次称出来比上次少了，心里会感觉特别自豪。这几天
我整理厨余垃圾的时候还会特地把菜里面的汤汁啊
水分啊沥干，减少一点重量再拿来扔。”邵阿姨说。

垃圾减量从源头开始，源头减量从家庭做起。平日
里，中街社区对居民进行家庭引导、入户宣传，并对宣
传设施和资料及时更新，让居民更加乐意接受。

“之前，我们中街社区垃圾分类一共有7个点位，现
在整合之后集中在一个点位，也更加精准了。在分类引
导过程中，我们强调定点、定时、定量投放以及称量，为
了让居民能够关注到自己家里垃圾量的变化。看着家
中垃圾量的日渐减少，居民心中也会有小欢喜。从原来
垃圾混投到现在精细分类，包括用“搭把手”进行资源
回收，这都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当然，垃圾分类的道路
还很漫长，我们会进一步宣传引导。”骆驼街道中街社
区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东邑家园北门的“搭把手”机器在近三个
月以来，可回收物投放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数据显示，7
月份“塑料”投放量为26.9千克，8月份50.9千克，9月
份120千克。

东陈村目前有村民896户，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后，
村里根据区域划分对每个入户垃圾桶进行详细编号，
村里实行常态化管理，垃圾收集员每天在入户收集的
时候会用专门的记录本记录桶里是否有垃圾，超过3天
没有垃圾，收集员就会上报，由村里核实查看，谨防乱
投放垃圾。

垃圾收集员发现，每次来老人家里查看，厨余垃圾
都分得井井有条，甚至都找不到一张餐巾纸。听说这里
住的老人双目失明，工作人员简直不敢相信。

原来，自从村里将厨余垃圾桶入户分发后，陆咪
琴按照志愿者的讲解进行严格分类，搞不懂的就虚心
请教。

“老人的记性特别好，讲过一遍基本上都记住了。
刚开始实行垃圾分类时，我分完厨余垃圾桶，特意带她
走了一趟村里其他垃圾的投放点位置，没想到走一遍

她就记住了。最近几次检查下来，她把厨余垃圾跟其他
垃圾分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东陈村妇联主席陆飞
跃说，每次村里检查垃圾分类，老人的分类精准度特别
高。“我们都开玩笑，垃圾分类这件事，关键要看有没有
用心，哪怕是眼睛看不到，照样能分好类。在这次垃圾
分类的动员会上，我们就特意说了老人的事，很多村民
都不好意思了。”

陆咪琴老人不光自己坚持垃圾分类，而且还带动
老伴一起分。“以前老头子吃完饭都是一股脑丢进厨余
垃圾，被我说了好几次，现在改过来了。”老人告诉记
者，现在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次吃完饭不急着
丢垃圾桶，而是先在餐桌上分类。把厨余垃圾放一堆，
再把纸巾等其他垃圾另外放一堆，这样收拾起来就方
便多了。“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但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
么了，丝毫不影响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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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失明老人竟是垃圾分类达人
“鱼骨头是厨余垃圾，螺蛳壳是其

他垃圾，硬骨头不能倒进厨余垃圾桶，
热水瓶打破了要用袋子装起来，这样
垃圾搬运过程中就不会割到手了
……”走进奉化西坞街道东陈村第三
文阊门的院子，陆咪琴一边娴熟地洗
碗择菜，一边跟邻居们复习昨天在村
里垃圾分类培训课上学到的新知识。

今年 70 岁的陆咪琴生活在东陈
村，虽然双目失明，却是村里公认的
垃圾分类达人。这个眼盲老人背后有
怎样的故事？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缪旭娜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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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到垃圾都会主动捡起来

虽然看不见，但老人却行动自如，和邻居有说有
笑。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生活的苦难。

老人眼盲要从4岁那一年的高烧说起。那一次突发
高烧，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双目失明，从此她只能
生活在一片漆黑中。

眼盲给生活带来的影响，老人比谁都清楚。走在村
里，经常一个不小心就掉入沟渠，被各种障碍物绊倒更
是家常便饭。在老人的身上和腿上经常有深深浅浅的
乌青，大小伤更是数不胜数。但老人从来没有抱怨命运
的不公，她怀揣着一颗乐观的心，坚强面对生活。从生
活无法自理到生活完全自理再到现在还能照顾老伴，
村里很多人说起她都竖起大拇指。

陆咪琴是个生活的有心人，屋里屋外都是她一手
操持，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她做
起事情却格外用心，垃圾分类也不例外。

“我跟阿咪做邻居有20多年了，她是个爱干净的
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她每天都坚持里里外外打扫，
每天她都会去附近的河埠头洗刷，家里的垃圾桶每天
都清洗得干干净净。”邻居陈爱菊告诉记者，“阿咪虽
然眼睛看不到，照样能捡垃圾，这点真让我们自愧不
如啊！”

进出阊门的路口，有时候会有掉落的垃圾。老人走
过后踩到了脚，就会第一时间拿出扫帚簸箕清扫干净，
有时候就弯腰捡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何瑜）近年来，大
堰镇箭岭村围绕“保护饮用水源、整洁
美化村容、提倡垃圾分类、改善人居环
境”目标，着力打造“零污染”村庄，目前
全村生活垃圾减量75%以上，厨余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达100%，村民垃圾分类
自觉逐步养成，村容村貌环境品质明显
提升。

环保卫士编织服务网络

箭岭村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招募志愿
者63名，实行分片分组网格式志愿服务，
累计开展“奉献爱心，情暖箭岭”志愿活
动、村庄大扫除、草根三八节、“假日里一
堂不平常的课”等入户宣讲、酵素制作、
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40余次。此外，
分别组建了箭岭党支部微信群、零污染
创建工作群、箭岭村志愿者微信群、箭岭
村妇女微信群等，对垃圾分类难点问题、
志愿者活动、零污染村创建等问题进行
探讨。自去年6月环保酵素试验田试种活
动开展以来，通过微信群，对生态水稻的
耕地、酵素施肥、种植整个过程进行了动
态发布与讨论，有效解决了村民种植过
程中的各种防虫病、灌溉等问题。

环保集市打造兑换窗口

箭岭村设定每月农历十八为环保集
市日，采取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模式，对有
毒有害的农药瓶、农药袋定价回收由农
资公司处理，废电池、废灯泡可折价换
新，旧家电、旧衣被、旧鞋帽、废纸、废
铁、塑料、尼龙、烟蒂烟盒、易拉罐、玻璃
瓶、过期药品等23类有害垃圾和可回收
物在环保集市上向志愿者兑换日常生活
用品。已累计举办22期，收集烟蒂500
余斤、废旧衣服7000余斤，农药瓶8000
余个、农药袋近4万只，各类塑料、尼龙、
玻璃、废纸、泡沫4600斤。

堆肥试验应用生态农业

建立酵素制作基地，倡导酵素自制
方法。通过将糖、餐前垃圾、水以1:3:10
的比例，将村民弃用的瓜果、蔬菜等作为
原料，生产制作可用于清洁、洗涤、除臭
等功效的环保酵素。目前，已制成环保酵
素有机肥料20余吨，培育酵素农业基地
80亩（其中集体55亩，个人25亩），为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增加村民收入
5万元。

今年，箭岭村垃圾终端处理站落成，
调试安装了日处理厨余垃圾500公斤的
好氧动态堆肥设备，通过快速降解减量
出肥，平后覆盖一层土并喷洒酵素的方
式，进行二次堆肥，实现厨余垃圾变

“水”变“肥”的“零废弃”目标，制作的有
机肥可供村民免费使用，另一方面，则用
于村水稻试验田，已达到改善土壤、防治
蚜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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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镇箭岭村
打造“零污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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