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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风”土人情

自从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长
风二村保洁员罗余海的工作量增
加了不少。“以前小区的环卫工作
做得都比较笼统，没有现在那么精
细，环境面貌总是难以提升。实行
垃圾分类后，小区逐步变得干净卫
生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罗师
傅说道。
罗余海是长二二委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背后的“功臣”之一。现
任长风二村高层 1—3 号的保洁员
的他，参与了长达 19 年的环卫工
作，是小区里“说得上话”的人。除
了兢兢业业地完成本职工作之外，
罗师傅还积极响应物业和居委的号
召，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用心做功课
并担起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宣传
员的责任。早在 2015 年，小区里不
少上了年纪的居民就在他的指导下
用上了“绿色账户”。

一双慧眼，辨别垃圾类型
长风二村是最早推行垃圾分类

工作的几个小区之一。截至目前，已
设立一个定时定点垃圾厢房，撤桶

工作基本完成。作为小区保洁员，罗
余海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开始一天的
工作。除了例行的打扫和巡视之外，
他还多了个固定动作———对垃圾房
里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
针对居民常出现分类错误或部

分混放的情况，热心尽责的罗师傅
会耐心地指导他们如何正确分拣垃
圾。在二次分拣时，他更是打开每个

垃圾袋仔细检查，确保所有垃圾都
分类无误，为后续分类清运做好准
备工作。现在的他，一眼就能分辨居
民垃圾袋中有没有混放，三秒就能
把一袋垃圾分好类，成为社区中名
副其实的生活垃圾分类模范。

一个目标，养成分类习惯
然而，改变居民随时扔垃圾的

习惯，小区里的抱怨声在所难免。如
何做好居民生活习惯和垃圾投放方
式的平衡，是罗师傅在工作推进中
遇到的重要课题。
有一回，小区里一个退休的老

居民在上午 10 点多下楼扔垃圾，
正好被工作中的罗余海看到了，罗
师傅主动上前劝说，居民却冷漠以
对。秉着负责的态度，罗师傅向他普
及了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后，暂时把
垃圾带回了自己家，留到规定时间
段帮他分类投放。随后，罗余海向居
委会汇报，并和居委干部一起去居
民家里做工作，最终得到了居民一
家人的支持。“如果其他居民看到
有一包垃圾随意地放在垃圾房门

口，那么他们可能会有样学样，有一
就会有二，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第一
个抓起。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罗师傅说道。

一线宣传，形成良好氛围
在宣传方面，罗余海奋斗在第

一线。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面对
居民的不理解，罗余海配合居委会

耐心向他们解释。除此之外，罗师
傅还以多年“老邻居”的身份与居
民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力所能及地
向居民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理念
和知识，并义务教授社区老人
垃圾分类的方法。罗师傅能言
善道，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基本
不存在障碍，偶尔碰到不配合
的居民需要反复解释时，他的
原则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摒弃陋
习，但我们一边加强分类宣传，
一边身体力行，等到居民们理解
了我们的工作后，就纷纷愿意配合
了。”罗师傅说道。

（看长风）

长风二村垃圾分类“幕后英雄”

他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以案说法】

数日前，居民王老伯来到居委
会诉苦：隔壁沈老伯家有三根排气
管（煤气排气管、淋浴器排气管、淋
浴房换气管） 出风口都排在楼道
内，离他家门口近，味道重，他实在
受不了，曾找过沈老伯家，希望他能
将排气管加长延伸到楼道墙体外，
遭到对方的拒绝，所以今天只能来
找调解主任出面协调。
接到王老伯的诉求，调解员当

即带着王老伯的诉求，来到沈老伯
家，聊聊家常，然后慢慢切入正题。
沈老伯夫妇说，自己与王老伯两家
二十多年的邻里关系一直都挺融洽
的，现在王老伯提出整改排气管的
事让他们很不理解，小区内底楼居
民排气管都是这样安装的，所以他
们家不愿意整改。
为了尽快解决此事，调解员走

遍小区，将整个底楼相类似排气管
安装比较妥当的位置都拍了照。过
了几天再次来到了沈老伯家，调解
员拿出手机里拍摄的照片给沈老伯
看，并对他说：“废气对人体有害，整
改也是为你和家人带来健康，不要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们二十多年
的邻里情。”看出沈老伯的态度有所
缓和，调解员趁热打铁现场与沈老
伯交流整改方案，最终沈老伯夫妇
松口答应整改，王老伯也特别感动。
此次调解虽不复杂，但作为调

解员深刻认识到调解工作责任心，
要多下功夫、有耐心、以情动人。俗
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邻里
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很平常，但不该
为小事伤和气，邻里和谐，居民的生
活才更加幸福。

(长风新村街道司法所)

老邻居小事闹矛盾
调解员巧妙化纠纷

党建引领服务为民
“老董工作室”常做常新

□见习记者 岳敏

隆德小区的“老董工作室”成
立于 2013 年，在过去 6年间，已经
80 多岁的党总支退休党员董成仁
和隆德第一党支部书记石伟琦两
位组长，带领工作室其余 8 名退休
老党员，积极努力、无私奉献，架起
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间的桥
梁。“老董工作室”坚持每周三上
午坐镇值班，接待居民来电来访、
受理群众诉求，解决居民“急、难、
愁、盼”等各类问题。6 年来，受理
意见需求 229 件，已整改 170 件，
整改率达 85%以上。2017 年更是
获得了普陀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佳好人好事”的荣誉。

继 2016 年建立了街心花园聊
天室和绿化公益服务队之后，面对
当下小区内“垃圾分类新时尚”、
“小区房屋改善”大事件，老董工
作室同居委会又携手成立了垃圾
分类宣传指导点和普法宣讲队，向
“管理+自治”迈出新步伐。

垃圾分类“拉”近居民心
早在 2018 年 2 月，隆德小区

就在“老董工作室”组长董成仁和
组员项玉珍的带领下成立了小区
内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点。每天上午
9点到 10点、下午 4点到 5点，工
作室和居委会的志愿者们准时上
岗，一面协助前来倒垃圾的居民扫
码积分，一面宣传和分发宣传资
料。据初步统计，无论刮风下雨还
是酷暑寒冬，“老董工作室”这群
平均年龄已经 70 多岁的志愿者们
坚守岗位多达 300多天。

尽管隆德小区垃圾分类的推
广井井有条，但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原先小区 5号楼、13 号楼有两
处垃圾桶，对环境、交通都造成了

一定阻碍，征得这两幢楼的大部分
业主同意后，决定撤点撤桶，迁至 2
号楼投放点，这便引起了楼内一些
业主的不满：“倒个垃圾要兜个大
圈子，穿越大半个小区，很不方便
的。”对此，“老董工作室”以及隆
德党总支、业委会不辞辛劳多次上
门进行沟通，做思想工作，才使得
几位业主同意撤桶方案，小区的环
境和交通得到了相应的改善。面对
小区内存在的将鱼、内脏等厨余垃
圾随意倾倒的情况，“老董工作室”
的组员们也是第一时间前来调节
居民矛盾，潜移默化地提高居民环
保意识，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信
任，拉近了居民心。
今年年初，“老董工作室”骨干

成员李苏城、夏平和居委会几位干
部，共同成立了隆德普法宣讲队，
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居民间讲授垃
圾分类、物权法、消防法等，为推进
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老李讲课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
懂，我们街坊邻居都爱听。一方面
是学习，另一方面也是为环保做贡
献。”居民表示。

小区改善“改”出社区美
隆德小区位于光复西路 1145

弄，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小高
层和多层融合的老小区，自建成至
今已 30 多年，无论是建筑外墙面
还是建筑内部，都已经有了清晰可
见的“历史的痕迹”：墙面脱落、房
屋漏水、电梯损坏⋯⋯2019 年，小
区被列为旧区改造小区，开始了大
规模的整改工作。

工程队进驻小区后，需要拆除
居民晾衣用的“龙门架”，这再一次
引起了众多居民的反对，甚至提出
要求工程队写承诺书，在工程结束
后把拆除掉的龙门架重新安装回
来。“没有龙门架，晾衣服不方便不
说，天气好一点晒被子都成了大困

难。”接收到各方诉求之后，老董第
一时间汇集群众想法向总支部汇
报，并立即受到了重视。总支部与工
程队协议：这次龙门架改造原拆原
装，好事做到最好。成功打消了各
方顾虑，让居民安心、放心、收心。

面对小区内绿化枯萎、黄土朝
天的情况，“老董工作室”成员张子
良对小区近百株大大小小的树木、
十多块绿地、绿化带进行修剪和育
苗，为小区节省开支一万多元。张
子良甚至自费购买了电动除草机，
维护和修理小区绿化，受到了居民
们的赞扬和好评。
“老董工作室的骨干成员都是

‘有特点’的，都有一技之长。但他
们不吝啬自己的这些技能，退休或
卸任后转身投入到自己小区的治理
当中来。绿化、宣传、党务、管理，他
们知道居民在想什么。”居民区书
记郦雅梁表示。
由单一到多项，由家庭到群体，

厚厚几本工作室接待日志清楚记载
了这些年来“老董工作室”的志愿
者们的无私奉献。听居民、懂居民、
帮居民，他们不愧是整个隆德小区
的“老娘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