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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小城大事

姚西小区仅用两周时间成功撤桶
□记者 朱杰

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正式施行。 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后，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 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 5 万元。 位于静安区余姚
路上的姚西小区建造于上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典型的老式公房小区。 近期，该小区仅用了
短短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小区垃圾投放点的撤桶工作。

撤桶先行
让居民逐渐养成习惯

原先，姚西小区除现有的 3座垃圾厢房
外，还设有 12 个垃圾投放点，这些垃圾投放
点就设在居民楼下。没有施行干湿分离前，每
个投放点都有一只垃圾桶，那时候居民把所
有的垃圾都往桶里扔，桶满了就把垃圾丢在
桶旁，影响周边环境。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前，居委会也曾有过一番讨论，如果在投放点
增加干湿分离垃圾桶，不仅需要增加桶的数
量，而且容易加重垃圾杂乱无章的情况。因
此，居委会决定做垃圾分类的第一步，就是将
投放点的垃圾桶按时间撤掉。

小区 3 座垃圾厢房分别位于 24 号、35
号、86 号楼旁。为了体会居民扔垃圾的“日
常”，居委书记周健和其他居委干部，实地反
复测算居民楼距离垃圾厢房的步数。经数据
汇总，居民楼距离垃圾厢房的平均步数是
80-90 步，最远距离也不超过 120步，按一步
0.5 米计算，居民楼距离垃圾厢房最远距离大
约在 60米以内，平均耗时在 1-2分钟。

刚撤桶时，居委会在投放点放上告示牌，
让居民对垃圾分类有初步认识。之后，居委会
逐渐减少投放点，但告知牌仍放在原处。最
后，12 个投放点上的垃圾桶全部撤掉，告知
牌也被移到了垃圾厢房旁。撤桶过程前后持
续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有些居民刚开始有
些不适应，但随着撤桶的持续进行，小区居民
也逐渐习惯了。现在当你来到姚西小区时，会
发现居民楼下的垃圾袋已不见踪迹，居民们
都自觉地把垃圾投放到垃圾厢房。

厢房改造
为定时投放做准备

开展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困难属于正常
现象，姚西居委会的做法就是有计划分步骤，
积少成多，每天一小步十天一大步。撤桶收获
了良好成效，这为接下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打下了群众基础。

从干湿不分到干湿分离，从一天只能回
收 1 桶湿垃圾（1 桶容积为 120L），到后来
一天回收 3桶、5桶，再到现在一天回收 8-9

桶。周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环卫标准，
平均 150户居民每天产生 1桶湿垃圾，这样
算下来小区 1470 户居民每天产生的量差不
多就是 10 桶，但 10 桶只是一个“及格线”，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再过一个月就到了盛
夏时节，那时居民产生湿垃圾的总量会更多，
预计每天回收桶数也会翻倍。
小区三处垃圾厢房每处都有 7-8 只垃圾

桶，其中多数是干湿垃圾桶，以“4+4”组合形
式呈现，同时还有志愿者值班，指导居民正确
投放。此外，考虑居民在投放湿垃圾除袋时，
难免会弄脏手，志愿者还贴心地在地上放上
一盆水，方便居民洗手。
另据了解，街道绿化市容所将对3座垃圾

厢房进行改造施工，并配备水槽，确保四分类
垃圾桶摆放到位，最后在外墙面张贴垃圾分
类的指示牌和宣传标语，形成规范化配套设
施。改造施工预计于6月底前完工。垃圾厢房
改造完毕后，将由 24 小时开放制逐渐过渡到

早晚定时开放，其余时间段处于关闭状态。

全面宣传
垃圾分类党员带头

在对楼组长和党员代表进行垃圾分类培
训时，姚西的居委干部就强调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没有贫富之分，
每个人都向往舒适的居住环境，谁也不愿意
生活在杂乱差的环境里。现在施行垃圾分
类，既为当下的环境而分，也为子孙后代而
分，垃圾分类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当前，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在持续推
进，居委会将发动楼组长和党员代表，每人负
责自家左右两户居民或是同楼层居民的垃圾
分类工作，确保垃圾分类顺利进行。周健认
为，做垃圾分类工作不能急功近利，需要循序
渐进，如果想让居民转变以往的行为习惯，就
需要给他们时间。

长春居民晒出老物件 见证历史变迁
□记者 朱杰

时光流逝，总有些回忆历经岁月沧桑而保留下来，成为见证时代变迁的不朽印记。许多
老物件只是普通的生活用品，但却充满时代记忆。近日，三位长春居民区居民和记者分享了
他们与老物件之间的故事。

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1987 年出生的张璐，目前在长春居委会
工作。他的老物件是一台“联想”牌电脑显示
器，如今，显示器的外壳已经泛黄，好在屏幕
下方的开机电源键和设定键还完好无损。这
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

1996 年，在张璐就读的静安区第二中心
小学，学校在三年级开设了电脑课程。张璐记
得，当初电脑安装的是 DOS 操作系统，而非
大家所熟悉的Windows 操作系统。操作者
需要通过键盘输入一串串的命令，电脑才会
有相应的信息反馈。为了方便学习，张璐的父
母从电脑城给他买了一台电脑。那时候一台
电脑的平均售价是七八千元左右，这在当时
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他所在的班级里，全
班 40位同学家里有电脑的学生不超过 5个。
每当电脑课考试前夕，老师都会发一些练

习题给学生进行上机操练。但由于时间有限，
并不是所有习题都有时间完成。有些题目比较
复杂，需要多次操作才能熟练掌握。因此，家里
有电脑的学生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了，比其
他小伙伴多了不少上机实操的时间。
在张璐看来，尽管早期的DOS操作系统

看上去多少有点枯燥乏味，但经过DOS操作
训练后，会对提升逻辑思维能力有所帮助，同
时也非常考验记忆力。如今，电脑设备更新换
代的速度飞快，张璐一直没舍得扔掉这台显
示器，这台电脑见证了他的成长。

小区公用电话亭的往事

现在，当你走到胶州路 565 弄口时，会发
现在小区进门左手边有一间空关的屋子。这
间屋子是原先小区公用电话亭的所在地。潘
素丽的老物件，是一张裱在镜框里的《公用电
话承办证》，当时就挂在这间屋子的墙上。

在《公用电话承办证》上有承办户、公用

电话号码和服务时间信息。落款处还有上海
市电话局的公章和1995年的字样。仔细看承
办户的户名，写的是“春江居委”。原来，当时
以延平路为界，马路一边是长城居委会，另一
边则是春江居委会。2000 年居委会调整时，
两个居委会合并，各取一个字组成了现在的
“长春居委会”。

当时家里装电话的人家寥寥无几，装一
台电话不仅价格不菲，而且还有繁冗的审批手
续。这种情况下，小区居民就商量在小区门口
开一间公用电话亭，以方便居民。于是，小区
70多户人家，每户出1元一共凑了70多元。

潘素丽回忆说，这张证还是她的婆婆去
电话局申请办理的，那时候只有拿了这张证
才能开公用电话亭。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里，公用电话亭就是人们与外界联络的主要
场所。公用电话亭一年 365天全年无休，服务
时间是从早 7点到晚 7点，一天 12个小时。
当时，电话亭里有两部电话机，有人负责接电
话，有人负责传呼居民。她白天在厂里上班，
下班后就会到电话亭帮忙。
电话亭刚建成时，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价格

一样，都是 3分钟以内收 4分钱，超过时间每
分钟加收2分钱。除了正常服务时间外，有时
会遇到居民家里有急事，或者是谁家需要喊救
护车，都会先敲潘素丽家的门，然后再由她拿
钥匙开电话亭的门，最后才让居民打上电话。

随着路边公用电话的兴起，小区电话亭
的生意就渐渐走向了下坡路。后来，居民家中
又陆续装上了电话，让原本热闹的电话亭显
得冷清。2010 年，这间电话亭正式“退休”，
但《公用电话承办证》却被潘素丽保存至今，
每次看到时总会让她想起电话亭这段往事。

老会计手里的算盘

在现代社会，由于计算器携带方便，没有
多少人会用算盘计算数字。但在过去，店铺无

论大小，掌柜、伙计都要会打算盘，不然生意
就没法做了。王定庆的老物件，就是这把产自
浙江上塘启明文具厂的算盘，也是她一生从
事会计行业的物证。1962年，17岁的王定庆
来到陆家浜路上的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学习会
计。入学时，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把算盘。那时
候，王定庆尤其勤奋，除了上课外，还利用休
息时间练习打算盘。
王定庆说，算盘的基本功就是看指法，

就是用不同的手指操作算珠。算盘分上、下
档，上档有 2 个算珠，下档有 5 个算珠。大拇
指控制下档算珠往上拨，食指控制下档算珠
往下拨，中指控制上档算珠往下拨。只有当
指法练熟后，才能进行实际运算操练。如果
只是作加减法，打算盘的速度不比按计算器
慢。

3年学习期间，王定庆除了学打算盘，还
要学习各种会计原理、财务管理课程。但计算
技术这门课，即算盘的实操业务可是每年都
要上的。一个星期两节课，一节课 45分钟。此
外，学校还会开展珠算比赛，参赛选手要根据
试卷上的题目快速算出结果，以时间快慢和
计算结果来判定最终成绩。王定庆几乎每次
都能取得前三名的成绩。

但凡学过珠算的人，都知道“5050”
这个数字，其实就是用算盘从“1”累计加
到“100”，最终得到的和数就是“5050”。
王定庆的最快记录，是 50 多秒。毕业后，
王定庆先是来到了废旧物资公司做了 21
年会计。1978 年因工作调动，又去了酒店
做了 13 年的财务，直至退休。在王定庆看
来，打算盘有开发智力、锻炼脑力的作用，
现在她偶尔也会拿出算盘练练，预防老年
痴呆症。

姚西小区 8866 号楼前的垃圾厢房 环卫工人清运垃圾厢房的干垃圾

共建单位
陪社区老人过端午

□记者 朱杰

6 月 5 日上午，由曹家渡街道主
办，静安公益场所管理服务中心承办的
“浓浓端午节，粽享欢乐情”活动在
“乐龄家园”长春站点举行。曹家渡街
道领导和共建单位代表，与 30 余位社
区居民一同参与了活动。

在送给居民的礼品袋里，装有粽
子、咸蛋、点心和香袋。这些食品是由 5
家共建单位免费捐赠，让社区老人感受
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体现共建单位对社
区为老服务工作的支持。

2008 年，曹家渡街道“乐龄家园”
落成。“乐龄家园”项目主管张璐表示，
站点为社区老人提供午餐和晚餐服务，
每天中午 10点 30分左右，配餐单位就
会把当日午饭送至各站点。每顿配菜标
准是一大荤、一小荤、两个素菜、一碗
汤，一周七天每天菜品不重样，老人就
餐一顿花费11元。此外，站点还针对辖
区内 8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
送餐上门服务。

当前，在与街道合作的共建单位
中，涵盖了生活服务、医疗咨询、金融
理财等领域。像扦脚、理发等便民服
务，市场平均价是 30 元一次，而站点
服务价格只有一半，价格实惠工作人
员服务热情，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另
外，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银
行的工作人员，还为居民定期开展义
诊和防金融诈骗讲座，为老人的生活
提供安全保障。

街道领导为就餐老人送上饭菜

公用电话承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