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青 岛 市 城 阳
区，有一个垃圾分类
的典型小区，这个小
区的居民垃圾分类准
确 率 达 到 了 90% 以
上，而且近 2000 户
居民每天产生的厨余
垃圾全部堆成了肥，
堆肥用在花园里，花
草长势喜人，不仅实
现了厨余垃圾“零清
运”，还获得了生态
环保的社区环境。

这个小区垃圾分
类为什么会如此成
功？原来，为了更好
地推行垃圾分类，小
区物业先后招募了 4
批孩子，孩子们不仅
挨家挨户敲门发宣传
单，更以身作则进行
垃圾分类。孩子是连
接家庭的纽带，一个
家庭因为有了孩子的
带动，产生了无限的
内生动力。犹如一辆
汽车，有了好的发动
机，跑起来才会轻松
自如。

全国上下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如火
如荼地推进，新华区作为全省首批垃
圾分类创建工作示范区之一，无论是
基础设施设备、监管流程，还是宣传
引导都走在了前列。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让居民掌握了垃圾分类的基础
知识；小学生的引导和互动，让每个
家庭都有了垃圾分类小管家。而且，
每个小区都配备了多名宣导员，随时
随地对居民投放垃圾进行监督和指
导。

过去，因为缺少终端处理设施
设备，很多人对垃圾分类产生质
疑，觉得“你在前面分，他在后面
合”，垃圾分类没有意义。而现在，
新华区对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投入
力度可谓空前，而且，机制、标准
和制度等也紧跟其后，使垃圾分类
真正落到实处，并激发起了人们的
内生动力。

垃圾分类是一项持续性工程，需
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更离不开广
大市民的参与，相信有了各方的合
力，未来的生态环境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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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季节，吴桥县大运河畔，几位
工人穿梭在金银花种植区，给植物修
剪、保暖，助它们顺利过冬。这个被赋
予“五季公园”称谓的 1370亩田地里，
从5月至11月，四季花开灿烂，成为吴
桥县大运河文化带最美的景观。

入冬后，紧邻京杭大运河的安陵镇
菊花种植示范区中，80亩白菊、金丝黄
菊竞相绽放，成为大运河两岸一道风
景。许多人慕名而来，赏花拍照，享受
美景。在营造景观的同时，这片花海还
带来了经济效益，80亩菊花从 4月开始
种植，当年就为花农带来30多万元的收
益。

58岁的村民裴荣焕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过去围着小麦、玉米转的普通农
户，在运河景观建设中实现了华丽转
身。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玉米、小
麦，一亩地每年的收益大约是 3000元。
而种菊花，一亩能产1000公斤，一年下
来是6000元的收入，整整多了一倍。她
还报名参加了镇里举办的培训班，学会
了菊花种植技术，变成了一名花农，不
到一年就挣了 1万多元钱。她的丈夫也
在示范区打工，夫妻二人在家门口就实
现了就业。

安陵镇菊花种植示范区，是吴桥大
运河沿线中药材种植的一个缩影，也是
吴桥打造五季公园的一部分。据吴桥县
润城建投集团负责人贾长江介绍，五季
公园位于运河公园以北、堤顶路以西、
安陵桥以南。2021年，集团在这一片区
域投资 5000万元，流转了 1370亩河滩
地，因地制宜，种植金银花、药用玫
瑰、菊花、苍术等中药材，并建设了加
工车间，对中药材进行加工，实现经济
效益。

他们还邀请专家实地调研，制定种
植管理方案，对中药材进行灌溉、防
虫、除草等管护工作，对这个区域科学
管理，既保证了中药材长势良好，也通
过本地用工增加了农民收入。

经过精心设计，在各个花期形成不
同色块，其间种植中药材，使这里呈现
出四季花开、色彩绚烂的运河沿岸景
观。与此同时，还形成了集种植、观
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
现了农文旅一条龙，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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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五季公园吴桥五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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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
设施、居民中反复开展的宣传引
导、各级部门及时有力的监督管
理……作为全省首批 5个生活垃圾
分类创建工作示范区之一，新华
区今年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建成
垃圾分类小区 339个、垃圾分类村
17 个，实现了建成区垃圾分类全
覆盖。截至目前，全区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达 38.5%、资源化利用
率达 80%以上，生活垃圾分类处
置格局基本形成。

清晨，百合小区一栋居民楼
前，早起的老人尹学梅提着前一
天积攒的垃圾下楼，吃剩的饭菜
扔进厨余垃圾箱，空的牛奶盒和
撕碎的纸张等扔进可回收物垃圾
桶，厕所垃圾扔进其他垃圾桶。

“我们响应社区号召，提前
在家将垃圾分好类，下楼扔进不
同的垃圾桶就可以了。”尹学梅
说，小区里不仅有垃圾分类亭，
还有垃圾分类环保屋，非常智
能，在那里可以实现无接触投放
垃圾，并能享受积分兑奖服务。

记者看到，在这个拥有 33
栋楼的小区中，每一栋楼前都有
一个垃圾分类亭，颜色不同的分
类垃圾桶整齐排列，设在门口和
个别点的有害垃圾桶异常醒目，
广场上的智能分类垃圾箱和垃圾
分类环保屋，随时开启工作模
式。

按照“撤桶并点”要求，新
华区今年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在
全区339个小区建设生活垃圾定
时、误时分类投放点，安装 150
套智能回收设备、20个环保屋
及 5 个可回收物回收站点。目
前，全区共铺设四分类投放容器
约 4600个，建成标准化投放站
点 721 个、回收站 （点） 5 个、
大件垃圾集散点 30余个，覆盖
272个居民小区，基本实现了分
类投放设施居民小区全覆盖。与
此同时，辖区 29 家党政机关、
20所学校也实现了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设施全覆盖。

据介绍，目前新华区正谋划
在全区范围内建设大件垃圾暂存
处339处，推进分类投放容器更
换和“冀小分”标志更新 4600
余个，最大限度满足居民垃圾投
放需求。

设施齐备

垃圾分类设施近在咫尺，居
民的环保理念也日益增强。加上
社区、学校及环卫部门对垃圾分
类的宣传引导，人们进行垃圾分
类的习惯逐渐养成。

百合小区院内，经常有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巡逻，没按
要求分类投放的，他们进行科
普并劝导；没及时盖盖或撒落
的，他们督促其整理好；遇到
不会使用垃圾分类智能箱的，
他们演示告知……在创建文明
城市的过程中，百合社区党委每
周都组织党员志愿者和包联单位
工作人员进行巡逻，确保垃圾投
放文明分类、干净整洁。

为使垃圾分类理念更深入人
心，新华区城管局、各社区、学
校及单位，均开展不同形式的垃
圾分类宣传和引导活动。宣导员
耐心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有关知
识，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对特
别容易混淆的垃圾进行全面仔细
讲解，鼓励居民从自身做起，坚
持做好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沧铁
嘉苑小区，垃圾分类飞行棋、卡
片分分乐游戏吸引了孩子们参
与；东方世纪城，现场提问垃圾
分类知识，居民争先抢答；中油
小区，宣传员居民互动，欢声笑
语……

“以前垃圾都装一个袋，现
在要分类装不同的袋，虽然麻
烦点，但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
了。”中油小区居民李林说。

为培养居民垃圾分类习惯，
新华区城管局还为区内每户发放
1个10升的厨余垃圾桶，引导居
民日常生活中进行垃圾的源头减
量、分类投放。通过培养居民垃
圾分类习惯，让千家万户真正参
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习惯养成

分类、打包、装车，伴随着
垃圾清运车的出入，石化小区
47栋楼 2374户居民产生的生活
垃圾被运往垃圾处理点，进行专
业处置。

从今年 8月起，这个小区开
始推行垃圾分类，7名宣导员每
天活跃在小区，对垃圾分类投放
进行宣传监督，鼓励居民生活垃
圾减量，并进行分类投放。“从
投放到清运，整个过程都很规
范，感觉小区比原来干净多了，
人们的文明素质也提高了不
少。”石化小区居民王素珍说。

为高质量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新华区聚焦关键环节，构
建出区、街道（乡）、社区（村
庄） 垃圾分类三级智能监管平
台，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
输全程管控，解决垃圾分类工作
执法取证难、非标准投放溯源难
等问题。

记者从新华区城市管理局了
解到，在源头减量化的基础上，
后续做到清运规范化、处置资源
化，保障整个流程科学规范。全
区配备厨余垃圾收集运输车 10
辆，结合各小区通行实际情况，
制定了分类收运线路图、时间
表，确保清运高效环保。

作为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
里”，终端的分类处置系统尤为
重要。新华区已在全区建成一个
垃圾分类分拣中心，设置272个
有害垃圾投放点、5个可回收物
站点和 1个大件垃圾拆解中心，
可满足全区日产约360吨的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为加强大件垃圾
投放管理，在建设大件垃圾暂存
点的基础上，还推行预约上门的
方式进行收运，极大地方便了群
众。

监管到位

元旦临近，任丘市花卉苗木基地，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花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近年来，任丘市积极探索“基地+农户”发展模式，鼓励发展以花卉苗木种植及销售为特色的生态休闲农业，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商机，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韩慧峰 摄

吴桥大运河畔五季公园航拍

农民忙着采收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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