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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小城大事

让科技为垃圾分类装上“智慧大脑”
南京西路街道不断推进垃圾分类智能化

□记者 沈冠君 整理报道

今年 7 月 1 日，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实施两周年，垃圾分类早已成为市民
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举手之劳”。 南京西
路街道持之以恒，以有序、有力的工作不断推
进垃圾分类减量化， 有效地规范辖区内居民
及单位垃圾的分类收集及分类投放工作。

为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南京
西路街道结合“巨富长”区域的居民生活
和业态分布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按照
垃圾箱房“外形美观、功能达标、管理精
细、实效彰显”的行业标准，于今年年初对
襄阳北路 6 弄原沿街生活垃圾箱房进行改
建，使其符合新要求下垃圾分类软、硬件设
施标准，为“巨富长”区域生活垃圾末端中
转、收集增添新的气象，同时也开启了南京
西路街道应对老旧里弄垃圾分类短板的治
理，更好地为“巨富长”周边区域居民提供
生活垃圾处置服务。

垃圾箱房改建既是一项基础工程， 又是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
环，不仅要达到垃圾箱房“外形美观、功能达
标、管理精细、实效彰显”的行业标准，而且在
改造的同时， 还要配套完善垃圾箱房分类投
放、收集、储存等功能，使之成为社区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位于襄阳北路 6 弄的沿街垃圾箱房，
自建成至今已“服役”超过 20 年。 随着垃
圾分类要求和标准的不断更新， 该处箱房
不管从容积量还是环境卫生状况， 早已不

能满足当前周边居民的生活要求。 垃圾混
投不分类、商居两用责任不清、周边环境脏
乱差、夜间建筑垃圾偷倒等情况时有发生，
在过去两年中，针对该处箱房的问题投诉、
媒体关注不断。

针对上述问题，街道会同相关主管部门、
居委，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决定对襄阳北路 6
弄沿街垃圾箱房进行综合改造和整治。 弃用
了原 6 弄口的老箱房， 新建襄阳北路 6 弄成
为居民智能生活垃圾箱房， 箱房于今年年初
完成升级改造。

智能生活垃圾箱房不仅按照标准四分类
要求，规范垃圾分类投口、美化立面，而且使
分类投口的颜色、标识、文字、图案更醒目、更
易懂。 在疫情防控不容松懈的当下，智能系统
的配备可大大减少使用时的操作接触， 居民
可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使用手机扫码或刷绿色
账户卡， 投递口就会自动开启并在居民完成
垃圾投放后自动关闭， 真正实现了无接触投
放。此外，居民如果使用智能投递还能享受相
应的积分福利。 垃圾厢房中配备的自动感应
智能水池也让居民们在投递之后能及时进行

清洁，保障了卫生安全。
新改造后的智能垃圾箱房， 不仅具有语

音提醒、垃圾桶满溢报警等动能，还增加了循
环除臭消毒系统。 在垃圾箱房内部， 系统每
30 分钟就会开启自动除臭消毒喷淋，减少垃
圾箱房滋生细菌、异味。

在管理上， 襄阳北路 6 弄的智能垃圾箱
房实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明确开放时
间，并安排工作人员驻守指导，做到“管理、保
洁、监督、服务”四项到位，充分规范居民生活
垃圾自觉分类和投放。

科技赋能、智慧管理，不仅提高了居民的
满意度，还着实为基层治理减负。 智能垃圾厢
房拥有智能监控摄像头、 语音提醒、 扫码开
门、自动称重、满溢检测、LED显示、数据收集
等智能化功能，为垃圾分类“一网统管”提供
数据支撑，可实时掌握垃圾分类情况，做到对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有效监管， 确保管理部门
能对违章投放行为进行倒查和追溯。

经过半年左右的投放使用， 襄阳北路 6
弄的垃圾箱房服务周边区域的能力逐渐增强
和成熟。 卫生状况、周边环境也越来越好，居
民生活满意度也随之不断提高。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 下一步，南京西路
街道将继续以“问题为导向”，逐步完善日常
管理体制，补齐老旧里弄垃圾分类的短板，聚
焦群众态度转变，把常态化疫情防疫、响应国
家政策和垃圾分类有效结合， 继续探索推行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工作， 努力使之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管理策略，把垃圾分类“新时尚”变
为家喻户晓、人人践行的“老习惯”。

改造后的垃圾厢房

开展智慧安防 守护高龄独居老人
□记者 沈冠君

外卖在门口放了一天没人管， 邻居报警
后，物业紧急破门而入，却发现老人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 幸好送医及时， 老人最终安然无
恙。 近年来，类似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 如何
避免独居老人在家发生意外事故后得不到及
时救助，南京西路街道不断强化科技支撑，充
分发挥智慧手段，增强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
有针对性地开展高龄独居老人安全预警防护
试点工作。

据了解，南京西路街道现有 60 岁以上
户籍老年人约占社区总人口的一半， 老龄
化程度远超市、区平均水平，关爱、呵护辖

区内老人刻不容缓。 为做好街道无子女独
居老人安全防护工作， 进一步推进智慧养
老， 南京西路街道于近期开展独居老人安
防项目，为居住在本街道的 60 周岁及以上
的无子女独居老人， 上门安装智能门磁或
智能红外感应器。

通过前期的深入走访摸排， 南京西路街
道确认了 73 户高龄独居老人作为上门安装
对象。“我今年 83了，老伴不在了，孩子们都
在国外，平时一直就我一个人，年纪大了总归
不放心的。 ”居住在老式里弄的王老伯表示，
子女们都很支持他在家里安装智能红外感应
器。安装好后，只要设备检测到老人在家里客
厅、 走廊等常活动的区域里长时间没有进行

走动，就会初步判定老人身体可能不舒服，为
避免意外发生，设备会同时发送短信、语音电
话或通过手机小程序报警提醒， 将老人的异
常情况及时告知家人。通常情况下，一位老人
最多可以绑定三位预警对象。

此外， 还有一些老人选择安装智能门
磁。 此类设备也是利用红外检测预警的原
理，不同的是，智能门磁仅对开门情况进行
检测。 如果设备发现老人在早晨长时间不
出门， 就会自动判定可能存在身体不适等
意外情况， 平台就会及时推送告警信息至
监护人的手机上， 提醒家人及时上门进行
查看。

南京西路街道通过为高龄独居老人家中

安装智能门磁等装置，对老人进行 24 小时远
程“云监督”，辅助社区网格员开展工作，弥
补家人不在身边陪伴的遗憾， 从根本上避免
因无人照料而造成居家老人出现紧急情况难
以求助的问题，为老人筑起安全网。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惠民心
南京西路街道开展市、区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

□记者 沈冠君

6月 16日，南京西路街道组织开展 2021
年度上半年市、 区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
动，围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问题，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听取社区群众和楼
宇白领的意见建议。

静安区人大代表冯蕾、张健、王晓红、蒋
超瑛、 阙挺等分别走进南京西路街道各个居
民区，和基层党员、群众面对面，听民意、解民
忧， 及时对居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交
流讨论，并将选民们的宝贵建议汇总反馈，推
动依法有序解决问题。

“明明按时交了物业费，但是小区环境也
没见好。 ”“路边的树枝啥时候能修剪一下，
走路都要低头弯腰，实在不方便。 ”“红旗班
清洁工的操作技术有待提高， 打扫得不太干
净。 ”在联华居民区的人大代表座谈会上，住
在该小区的阿姨爷叔们，你一言我一语，一个

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抛出来， 让前来参加座
谈的王晓红代表有点应接不暇。

“居民们提出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琐碎，
却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会遇到的。 人大代表
的职责就是要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 从小事
做起，让群众切身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王
晓红表示，针对一些突出的问题，她在座谈会
现场都会耐心地向居民们进行答复、解释，对
于一些无法当场回答的问题， 她则会按规定
向相关部门反映。

在茂北居民区的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居
民们更关心小区内出租房屋的问题， 现象背
后是对社区秩序、老建筑保护、垃圾定点分类
等等问题的担忧； 延中居民区的居民则把目
光聚焦在了如何更好地帮助高龄老人就医、
住养老院等事情上； 一些以老旧里弄为主的
居民区， 群众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如何
改善居民群众的住房环境， 比如尽早进行旧
房改造、杜绝飞线充电等，减少安全隐患，共

建美好楼组。
通过“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代表们

表示， 进一步密切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
充分发挥了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座谈会现场很

多居民代表都提出了中肯、 客观的意见建议，
帮助开拓了工作思路，后续会把这些意见建议
进行梳理归纳。 同时，将继续认真履行人民赋
予的职责和权利，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人大代表阙挺走进古柏社区

上上门门安安装装红红外外感感应应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