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胡颖电话：87138730 邮箱：631482690@qq.com 03镇街新闻

交叉检查明差距 以督促改见实效

东城街道垃圾分类跑出“加速度”
百姓日常的生活，都会产生垃圾，

如何处理好农村生活垃圾，这是个头疼
的问题。东城街道一头连着城市，一头
连着农村，是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纽带，
而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却也遭遇着脏乱
差的“成长烦恼”。一些垃圾乱扔、杂物
乱摆等现象更成了东城街道美丽乡村
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

今年以来，东城街道全力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目前已取得很大成效，这其
中离不开全街道上下每一位妇女的辛
勤付出。

截至目前，东城街道28个村已经
全面铺开。为切实做好街道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促进垃圾减量化处理，实现
资源化利用，从9月开始，东城街道6个
巾帼巡查小组正式上线，对街道各村生
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全面交叉检查。

东城街道
全面铺开垃圾分类，3个

月交叉检查8次
“这户分对了”“这户错了，看

一下有人在家没？进去了解一下
情况”“这里垃圾桶盖子不见了，
记得让村里补上”“这里垃圾桶太
脏了，让农户洗一下”……每周五
早上，总会有一群巾帼巡查小组
的成员进村入户进行检查。

据了解，从9月开始，东城
街道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交叉检查制度，由街道一体
办、妇联、团工委牵头，每周组织
两个巾帼巡查小组对街道28个
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交叉检
查，每月底进行综合评比，并根
据检查结果进行排名。

每到一村，巡查小组人员都
对照计分表，检查垃圾桶配备情
况、垃圾分类宣传氛围、垃圾分
类知晓率、村庄乱堆乱放情况以
及公共场所、道路、村内池塘是
否卫生整洁、垃圾分类台帐是否
齐全；每到一个村都到农户家详
细询问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
情况，有没有进行正确分类等。

“在三个月里，东城街道共
连续开展了8次交叉检查，这对
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整体提升起
到促进和催化作用。”东城街道
办事处主任周秋旭告诉记者，在
近几次检查、评比中不难发现，
下店午村、横山村、大塘王村、西
竹园村等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已
经做得十分到位。

通过交叉检查，各村妇联主
席既学到了人家的优点，也进一
步了解自己村存在的不足和短
板，更加深刻体会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长了见识、暗自鼓劲，并
表示要把自己村的垃圾分类工
作做得更好。

“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是践行‘两山’科学论断的历史
担当，东城街道将继续坚持问题
导向，围绕‘抓点扩面、抓出经
验、抓实考核’三个方面下功夫，
强化谋划布局，迎难而上、破难
见效，切实做好垃圾分类处理工
作，打造美丽乡村，建设魅力东
城。”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明
岳表示。

大塘王村
党员网格化管理，实现村

庄美丽蜕变
“这段时间以来，我带队在

村里进行垃圾分类抽查，结果还

比较理想，绝大多数住户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并且做得很到位。”

10日，大塘王村妇联主席任芬芬

告诉记者。

记者在村办公楼门前采访

时，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正好提

着一袋垃圾正确投放到垃圾桶

里，并随手捡起路边的香烟壳扔

进蓝色垃圾桶。记者一打听才

知道，原来是租住在大塘王村的

外来人员。“我住在大塘王村已

经有两年时间了，大塘王村就好

像是自己的家，我感觉这两年变

化很大，一个是整村环境变得漂

亮，另一个就是村里的卫生越来

越好。”该外来人员告诉记者，虽

然一开始不太适应要进行垃圾

分类，但现在觉得垃圾分类确实

带来不少好处，并表示会一直选

择租住在环境优美的大塘王村。

“我们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

有编号的垃圾袋，并在村里设了

13个垃圾投放点，每个投放点摆

放三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村民

对照自己带出来的垃圾袋进行

了最后一遍‘排查’，确认无误后

再分门别类地投进不同的垃圾

桶内。”任芬芬说，如今村民垃圾

分类意识已大大提高，村民垃圾

分类知晓率达100%，正确率达

98%以上。

据悉，大塘王村从今年7月

份起就开始垃圾分类“三化”处

理工作。为了细化工作，该村召

集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以及

妇联干部参加村级垃圾分类推

进会。“我们村以妇联为主导，同

时通过党建带动，利用网格化管

理模式，每个党员联系六七户人

家。”大塘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成

广说，通过村党员干部及妇联队

伍带头、科学设立垃圾回收中转

点、厨余垃圾制肥处理等，引导

村民、外来人口对垃圾进行分类

处置，提升了村庄环境质量，大

大减少了垃圾外运量。

桐墩村
妇女顶起垃圾分类一片

天
“我们村的人口不算多，而且

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工作，留守

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所以垃圾

分类的工作就落在了我和村支委

吕笑贞身上。”桐墩村妇联主席吕

银镯告诉记者，早在2015年，桐墩

村就已经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工

作，今年7月该村更是积极开展垃

圾分类指导和宣传，通过俩人的

推动，宣传单和指导手册发放率

达100%，村民垃圾分类知识知晓

率达100%。

据吕银镯介绍，一开始桐墩

村按照会腐烂和不会腐烂进行

分类，现在改成了厨余垃圾、可

回收垃圾、其他垃圾三类，这样

一来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得更加

细致。“由于村里人口不多，我们

就由专门的清洁员挨家挨户上

门回收垃圾，同时每周进行两次

抽查，并把抽查结果公布在荣辱

榜上，对做得不好的家庭进行再

指导。”吕银镯说，垃圾分类，不

管对于谁来说都不陌生。但要

做好，不容易，不仅是因为垃圾

分类的实施主体是每个家庭，更

因为千百年来，老百姓对垃圾不

分类习以为常。

在桐墩村，记者看到村内摆

放了 5个崭新的垃圾中转点。

“从11日开始，我们村也将实行

村民自助投放垃圾的模式，不再

每家每户门口摆放垃圾桶，这样

一来，整村环境会更加美观，也

会减少虫蝇的滋生。”吕银镯说。

就这样，村里垃圾分类工作

的重担落在了吕银镯和吕笑贞

等人的肩上，休息的时间少了，

但垃圾分类的工作一天比一天

像样了，顾家的时间少了，但村

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整洁了。

西竹园村
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垃圾

分类模式
10日，记者来到西竹园村，

除路边有些许落叶外，很难找到

果壳纸屑等垃圾，随处可见的是

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党员干部承

诺上墙。

西竹园村是东城街道首批

垃圾试点村之一，从上门帮忙分

类、回收，到如今村民自觉将垃

圾分好类再拿到垃圾中转点投

放，西竹园村一步一个脚印，摸

索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垃圾分类

模式。“我们村早些年就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了，一开始我们每家

每户发放垃圾袋，但村民们很快

提出塑料袋也会污染环境，为了

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我们改成每

家每户发放垃圾桶，现在村里的

环境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西竹园村村委会主任胡新旺说，

在如今的西竹园村，村民、外来

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已经养成。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垃圾

中转点，每个垃圾中转点都有3

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在村口

的垃圾中转点旁，西朱园村妇联

主席李梅芳指着“小木屋”告诉

记者，相应的垃圾桶上还印着可

投放的垃圾种类。这样的“小木

屋”，在西竹园村共有10个。每

天上午，村里的妇女代表都会在

垃圾桶旁挑出塑料袋，再由专门

的清洁人员进行转运。

“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增强

是第一步。”胡新旺告诉记者，西

竹园村还有一个垃圾分解阳光

房，附近的7个村庄都会将厨余

垃圾运往该村，通过阳光房、制

肥机等方式，对厨余垃圾集中处

理，省时省力，实现“变废为宝”。

□记者 胡颖

巾帼巡查小组开展交叉检查工作

村民正确投放垃圾 村妇女代表清洗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