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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爷叔在居委会试验

一碰头，，三位爷叔就开始研究起各自的““神器””

荀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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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王艺融 记者 陆骏健

自 7 月 1 日上海正式推行垃圾分类以来，湿垃圾“破袋”是
一个难题，湿垃圾有异味、还有发酵产生的液体，破袋时容易脏
手，使得不少居民对此有所抗拒。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石一居民
区三位退休爷叔，自行研究尝试，发明了高效、安全又实用的破
袋“神器”，直接卡在垃圾桶上，居民扔湿垃圾时，在“神器”上一
划，破袋就完成了，而且不会脏手。

3位爷叔退休发余热
8天诞生“神器”

自从 5 月 31 日石一居民区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居委会发
现湿垃圾破袋成了难题，不少居民不愿意自主破袋。 为此，了解
到郭志明曾从事机械方面工作， 居委会便找到了他希望他发明
一个方便破袋的工具，老郭一口答应。后来，在平时工作中，居委
会又发现了陈志进、杨兆明也在做相关的尝试，于是便把他们三
人组织在了一起。

陈志进、杨兆明、郭志明，三位爷叔都是石一居民区的志愿
者，退休之前从事的是机械方面工作，家里的一些东西坏了，都
是自找零件修理。 有时小区邻居的家电坏了， 他们也会热心帮
忙。

“最开始想尝试用低压电来破袋，但是用电有危险性，才改
用锯条。 我们考虑把锯条倾斜放置，这样可以增大阻力，使得破

袋更容易。 ”为了方便他们实验，居委会特意搭了一个简易的工
作台。 三人中杨兆明年龄最大，家中又有病人需要照顾，他主要
负责出点子，陈志进和郭志明主要负责动手实操。

制作的材料从哪里来？三位爷叔常留意小区中的装修垃圾，
从中寻找比如木地板的卡条等材料，以此作为破袋工具的基座，
然后加上锯条。锯条等材料都是他们自费买的，一个“神器”制作
成本大约在十元左右。研发需要花费很多心思，他们三人经常走
在路上在想，睡觉也在想，只要三个人聚在一起，就会研究起各
自设计的“神器”。 6 月 8 日，陈志进设计的第一把“神器”就投入
了使用，随后，他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后续几把加入
了刮胡子的刀片，增加破袋效率。

“神器”好用惹人馋
被偷后专人专管

在三位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破袋“神器”诞生了，而且还不止
一把，由于找到的材料不同，因此每把“神器”都是不一样的，三
人先后已经做了 7 把。 为了防止伤手，不用的时候，他们还用废
弃的吸管等将锯齿包裹。而且“神器”不用保养，湿垃圾中的油脂
能起到润滑的作用，每次使用完只需用牙刷冲洗干净即可，可长
期使用。

有了“神器”，破袋效率提高了许多，扔垃圾的时候，平均 2
秒就可完成破袋。 尤其是下雨天，居民一只手就可以搞定，受到
了许多居民的好评，小区湿垃圾的破袋率显著提升。 “可以为居
民解决湿垃圾破袋的难题，我们都很开心。 ”

“神器”好用，有人从中发现了商机，想要拿去批量生产。 对
此三位爷叔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们是为居民服务的， 不能拿去
卖钱。”但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把“神器”被人偷走了，这件事
让居委会和三位爷叔都有些措手不及。 为了杜绝这种事情的发
生，居委会与他们商量：“神器”由三位爷叔自己保管，在他们值
班的时候才使用。 有居民不解，“那么方便的工具怎么不用了？ ”
居委干部和三位爷叔也会和居民解释。居委书记郑琴表示，垃圾
分类推进中，居委会依靠了大批的党员志愿者共同参与，居民区
党组织牵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位爷叔中有两名是党员志
愿者，另一位也是对党有着特别情怀的志愿者。 目前，由于“神
器”数量不多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居委会计划在近期组织一次培
训，教会小区清扫员及志愿者“神器”的使用方法，尽早让居民们
扔垃圾的时候都能用上“神器”。

做不同问题针对解决
撤桶建厢房一一完成

两秒破袋不脏手
石一三位退休爷叔有“神器”

垃圾分类分出“金货”
热心清运工全数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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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爷叔在居委会试验

一碰头，，三位爷叔就开始研究起各自的““神器””

三位爷叔在居委会试验

一碰头，三位爷叔就开始研究起各自的“神器”

□记者 陆骏健

中宁居民区是石泉路街道第二批开始实施垃圾分

类的，但早在 4 月份，居委会便开始了宣传工作。由于辖
区内四个小区情况都不同， 居委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
现在，4 个小区都已开始垃圾分类， 而且在居委干部和
志愿者、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大部分居民都能做到定时
定点投放。

提早两个月开始宣传

4 月起，居委会就开始开展各类垃圾分类的前期宣
传工作，除了在小区宣传栏内张贴垃圾分类海报、社区
电子屏的滚动播放等。居委会还招募垃圾分类达人与志
愿者，对社区党员、社区居民代表、社区志愿者骨干进行
了分批培训。 利用街道相关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参观其
他街道的垃圾分类点位，学习参考取长补短。 通过宣传
学习，居委会叮嘱居民要按照要求将垃圾分类。 虽然辖
区内四个小区距离较远， 走一圈可能要花上一两个小
时，但居委干部还是分批分块，挨家挨户上门做宣传指
导工作，力求把前期工作做细做全。 虽然由于垃圾厢房
处于改造中， 居民会在小区内设置了一些临时投放点，
并配齐垃圾桶。 6 月 15 日，中宁居民区垃圾分类正式启
动。

前几年加桶
如今 200个桶全部撤除

颐宁苑小区每个楼层都设置了垃圾桶，总共有 200
多个。 业委会开会时，不少业主代表都表示不可能撤桶
的。 “其实颐宁苑原先楼层内是没有桶的。 ”在小区工作
了二十多年的居委书记虞玲英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小
区原有一个垃圾压缩站， 但居民不愿意把垃圾扔过去，
所以经常会在楼道内乱扔垃圾，使得环境脏乱差，大家
怨声载道，因此五六年前经过商议，在楼道内摆放了垃
圾桶，当时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

为了响应垃圾分类的号召， 这次居委会与物业、业
委会商议要将楼道内的垃圾桶撤除。 虽然反对声很大，
但居委会没有退缩。 撤桶以物业为主，居委会和志愿者
协助。 在小区业主群内，有不少居民提出质疑：“撤桶后
楼内老人怎么办？ ”居委会打开天窗，约居民面谈询问到
底是哪位老人，居委干部再上门询问。 得知具体是哪户
居民后，居委干部便上门走访慰问，了解得知阿婆的腿
脚确实不便，但老先生表示可以走动，并且知道垃圾投
放的点位，愿意配合。居民的质疑解决后，反对的声音也
就消失了。 最终，6 月 15 日，颐宁苑全部完成撤桶实施
垃圾分类“两定”。

撤桶后，也有少数居民不配合，在原来垃圾桶的位
置扔垃圾，居民和清扫员对此都有意见。 居委会在小区
楼道内和原先放桶的位置都张贴告示，并发动居民自我
监督，不少居民看到了拍下视频发到业主群里，以此鞭
策不配合的居民，不配合的居民渐渐就少了。

宁泉新苑场地有限
垃圾厢房位置争议多

宁泉新苑小区原先没有垃圾厢房，而且受制于场地
有限， 对于垃圾厢房的位置一直存在争议。 6 月 15 日
起，小区内设置了三个临时投放点，但居委会觉得没有
厢房不行，便与业委会、物业、居民沟通，发动党员、楼组
长对居民进行劝说。 大多数居民同意建厢房，但对于位
置一直有争议，更有反对者随地乱扔。为此，居委会调取
监控寻找乱扔居民的线索，找到门栋线索后再挨家挨户
上门，叮嘱居民不要乱扔，按照要求“两定”，大多数居民

都表示配合。除此之外，居委会还通过广播经常宣传，乱
扔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考虑到下雨和冬季， 如果没有厢房居民多有不便，
居委会最终决定选择小区后门处建设厢房。 “原先这块
地方，居民经常把建筑垃圾堆放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建
厢房较为合适。 ”原计划是 5 月份开工的，但由于种种原
因，一直拖到了 6 月，但在居委会的努力下，终于还是开
工了，其中也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在厢房的外观装饰上
下功夫。

现在，小区居民的配合度和分类准确率都有了明显

提升，对于接下来工作，虞玲英觉得还有不少后续工作
要做。 “小区出租房是工作难点，出租人员流动性大、意
识不强，我们就找房东沟通。 ”对于出租房管理，他们还
要继续想办法。

又如辖区内有宾馆，垃圾较多且扔在小区内，居委
会便与他们沟通，要求宾馆按规定分类。 再有小区监控
探头有待更新，换成高清的可以更好追根溯源，以此作
为城管执法依据，对拒不配合、不按要求扔垃圾的居民
进行处罚，用法律武器对他们进行约束。 垃圾分类是一
场持久战，要走的路还很长。

荀思伟荀思伟

□记者 陆骏健

垃圾分类正在全上海如火如荼地开展。 在石泉社区，垃圾分类还分出了一桩趣事，
一户居民因垃圾分类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负责小区垃圾清运的荀思伟在垃圾中发现了
一包“金货”，他主动上交，在街道各方努力下，最终物归原主。

垃圾分类出黄金
纪念币找到失主

荀思伟是石泉社区内一位垃圾清运员，平时负责帮助辖区内小区大件垃圾的清运。
6 月底，他参与小区楼道整治工作，临近中午，其他工作人员都去吃饭了，只有荀师傅和
另一位工友在工作。这时，一户居民找到他们，让他们帮忙把自家的垃圾运走。荀师傅和
工友答应了，并将垃圾清运到荀师傅的三轮车上。 吃过午饭，荀师傅便开始对垃圾进行
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一包塑料袋，里面的东西像“金货”，但荀师傅并不肯
定，“我想着金子不会装在塑料袋里。 ”于是，他把这包东西带回家，让老婆一起确认。 袋
中东西分量很重，老婆确定应该是金子。他们俩异口同声说：“是金子一定要还回去。”可
这包东西混在垃圾中，荀师傅不确定到底是哪户居民的。于是，他立马上报街道，街道城
管中队副队长杨天伟起初不相信，十几件金器怎么会当垃圾扔了，不太可能吧？ 经过核
实，发现袋子里还有金器的发票，这才肯定。

经过统计，金器一共十八件，其中有一块纪念币，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等信息，这
给了他们线索。 最终，在居委会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失主，将“金货”物归原主。 在交还
前，荀思伟生怕有丢失，一定要做到 100%物归原主。 “直到失主确认一件不少，我才真
的高兴。 ”

来沪二十多年
居民都知道的热心人

荀思伟来自江苏建湖，来上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早年在和平新村摆水果摊，他一
直觉得“人要做好事，做积德的事”。 因此他的水果摊在居民中很有口碑，不少居民认识
他但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居民如果觉得水果有问题，都可以来换。有次一位居民
的包掉在了我的水果摊，里面有一些现金还有各种卡，我就直接交给居委会了。”小区内
有位盲人，荀师傅只要看到都会上前扶一把，“毕竟小区里车多，生怕他碰到，只要看到
他，我就会送他到楼下。 ”

对于这次捡到“金货”还上了电视，荀师傅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
平常的小事， 是自己理所应当做的，“这些东西对当事人是有特殊意义的， 还回去应该
的。 ”事后，失主送给他一些劳防用品以表谢意，但他仍然和往常一样上班，偶尔会有工
友看到新闻向他询问。 子女们知道后也很支持父亲的做法，觉得父亲做得对。 荀师傅却
始终觉得是小事而已，哪怕遇到金额更大的东西，也会还给失主，“我用自己双手挣钱，
别人的东西就该还回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