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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管 攻坚克难

细节决定成败，还要保持长效常态。为了搞好
垃圾分类，街道领导班子可谓动足了脑筋。 在《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前，街道党
工委书记庄卫勤，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周明
等带队， 对辖区居民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全覆
盖检查，详细了解各居民区垃圾箱房改造、投放点
设置、撤桶并点、宣传发动、分类投放等工作开展
情况，及居民反馈意见、定时定点方案、桶内垃圾
纯净度及垃圾收运对接等工作进展情况， 并对检
查中发现的不足之处提出整改要求。 街道党政领
导班子率先垂范、全体机关干部落实“桶长制”，
对辖区所有生活垃圾投放点位加大检查走访力

度， 加强指导监督力度， 细化了各部门的责任分
工，量化工作目标和任务指标，并将垃圾分类工作
作为年度重点工作纳入年底的绩效考核， 有利于
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努力成为垃圾分类“最靓的仔”

工作沉下去 垃圾拎得清 社区靓起来

1、您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个字吗？
□全都知道 □大部分知道 □知道一点 □完全不知道/说不清

2、您对黄浦区核心价值观宣传氛围的评价？
□非常浓厚 □比较浓厚 □一般 □不浓厚

3、您认为本区开展的诚信教育有成效吗？
□很有成效 □有成效 □小有成效 □没有成效/说不清

4、您知道本区发布诚信红黑榜名单的情况吗？ （诚信企业和失信企业）
□很清楚 □大部分知道 □知道一点 □完全不知道/说不清

5、对本区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评价？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很不满意 □说不清

6、您觉得黄浦区公益广告宣传氛围怎么样？
□普遍 □较普遍 □较为少见 □没见过/说不清

7、您参加过黄浦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吗？
□参加过 □知道，但没参加过 □不清楚

8、您对本区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工作如何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说不清

9、您对黄浦区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及便利程度满意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很不满意 □说不清

10、您对黄浦区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如城管、市场监管）工作满意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很不满意 □说不清

11、您觉得本区存在“黄赌毒”现象吗？
□严重存在 □比较严重 □基本没有 □完全没有 □说不清

12、您听说过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等评选吗？
□听说过，有一定了解 □听说过，不了解 □没有听说过

13、您对黄浦区市民文明手册满意吗？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很不满意 □说不清

14、您对黄浦区的市民文明习惯如何评价？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太好

15、您觉得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氛围是否浓厚？
□非常浓厚 □比较浓厚 □一般 □不浓厚

16、您对中小学校老师师德如何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说不清

17、您在本区生活中是否经常接触过虚假违法广告？
□没有接触到 □接触过几次 □多次 □不清楚

18、您对本区开展公益活动的评价？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说不清

19、您参加过黄浦区开展的精神文明创建类活动（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吗？
□参加过 □知道，但没参加过 □不清楚

20、您认为生活在本区有安全感吗？
□非常安全 □安全 □一般 □不安全 □说不清

21、您平时在社区生活觉得方便吗？
□很方便 □方便 □一般 □不方便 □说不清

22、您知道黄浦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2018-2020 年）吗？
□知道 □听说过 □不清楚

23、您支持本区参评全国文明城区活动吗？
□支持 □不支持 □无所谓 □不清楚

24、您对本区文明城区创建效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很不满意/说不清

文明创建知多少
邻居打招呼张口就问“你什么垃圾”，人们的聊天内容从车子房子变成“垃圾怎么扔”，就连

“拎得清”也被赋予了新义：手里拎着垃圾能分清的人……这是不少上海市民这段时间的真实
生活场景。 今年 7 月 1 日，上海市正式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由此，垃圾分类从倡
导阶段进入全面依法实施阶段。 而从 5 月起，老西门街道已经开始试运行。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
的不断开展，以及市民的踊跃参与，老西门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正在逐步扩大。

分批对接 细化部署

垃圾分类被称为“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 究
其原因，扔垃圾是举手之劳，让一户家庭分类也容
易，而让全社会齐步走不容易。 而老西门街道以老
旧小区为主，所以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时，离不开
一套精细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扎实推进老旧小区垃
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 6月 4
日起，在社区管理办的牵头下，街道绿化市容所、老
西门城管中队、老西门物业服务中心、网格工作站、
各居民区分三批召开工作交流会，细化部署老旧小
区推进“定时定点”垃圾分类工作。 会上，各居民区
就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准备情况，全覆盖推进垃圾分
类情况等进行汇报交流， 包括试点小区的选择，箱

房改造、投放点设置等，并对居民区提出的问题进
行答复和沟通， 对目前推进垃圾分类面临的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剖析，对试点小区开展垃圾分类以及
面上全覆盖等工作进行工作指导部署等。

因地制宜 定向挖掘

垃圾分类是一个开始就没有结束的工作，除
了完善的制度设计，关键还要靠人的努力。 6月 3
日起，景德里、小西门小区“定时定点”垃圾分类
模式正式启动。 景德里小区刚开始启动垃圾分类
时，宣传力度大，居民也有些新鲜感，但是过了宣
传高峰期，如何做好分类成果的维持，保证垃圾不
落地是对社区管理者最大的考验。 学宫居委一直
积极培养、挖掘一批老旧小区内志愿者，通过志愿
者来积极参与平稳渡过垃圾分类的维持期。 考虑
到老城厢人群结构特性， 学宫居委针对三类人群
进行挖掘： 第一类是原本已经形成力量的居民代
表。 第二类是有时间可以出来但还没有被组织运
作的零星人群。 第三类是还未被开发但居委干部
能深入挖掘后出来服务的。 通过 15 天时间的针
对性发动引入，再发动再引入，将志愿者队伍从起
初 20 人小队跨越到 80 人中队再到如今达到
100人团队。针对这支有活力有憧憬的队伍，学宫

居民区党总支与理事会对其设置了“党员巡查监
督组”、“垃圾分类志愿组”、“点位包块责任
组”、“996、 困难群体排查清运组”、“职能保障
组”五分类管理运作，并制定出各组职责范围，化
解区域内志愿者不足、运作能力不强问题。 同时，
居委还将制作志愿者专题版面，传递正能量，感染
居民直观感受到志愿者的付出与努力， 把汗水凝
结成力量、把力量提炼出能量、把能量传递到每家
每户，使垃圾分类真正深入人心。

群策群力 齐心协力

垃圾分类是新时尚，却也是老难题。大兴居委
会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银杏叶垃圾分类推
广模式”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宣传与践行。 以兴
林公寓、六角大楼、沙家街小区为试点重点开展宣
传活动，通过建立团队、“示范湿垃圾桶”、社区主
题活动、“扫楼”入户等一系列宣传，在源头上带
动、引导更多参与者、体验者向传播者转变。其中，
六角大楼的推行效果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
建立团队，群策群力，攻克难关。 在项目初期，多
次、 分批的召集各小区的骨干志愿者沟通垃圾分
类的推行可行性和难点问题， 而这些骨干志愿者
多是由小区内的党员、 楼组长以及关心社区发展
的热心人自发组成。二是楼道撤桶，通过零距离家
园理事会的平台，居委、物业、业委会齐心协力，结
合自身小区特点，集中众人智慧，共商共议推进方
案。 考虑到撤桶可能会对出行不便的居民生活造
成影响，物业还提出了针对投放困难的老、弱、病、
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天两次上门收取垃圾的
措施。三是入户宣传，通过开展“定期家访”、公益

互动等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使垃圾分类宣传入耳、
入心、入脑。 同时，在小区设立一个带有宣传引导
功能且具广而告之作用的示范湿垃圾桶， 进一步
增加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引导广大社区居民参与
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四是重点培训， 个别指
导，垃圾分类全覆盖。 针对社区党员、垃圾分类推
行工作的参与者、社区志愿者等进行重点培训，强
化垃圾分类宣传队伍； 针对骨干志愿者进行个别
沟通指导，将宣传推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鼓
励居民加入小区微信群，及时沟通垃圾分类问题，
实现垃圾分类全参与，全覆盖。

如今，垃圾分类工作已覆盖老西门街道各个小区、单位和商铺，每个小区、每家单位、每户
商铺可能情况都有不同，但关键在于居民执行情况，而细致具体的管理制度，明确的分类标准、
惩处手段等，给予了垃圾分类工作在老西门街道做好做实的契机，美丽西门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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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适逢暑假，让我们小手拉
大手，合力完成这份特殊的暑假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