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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专版

7月 1日开始，上海正式进入垃圾分类法治时代各街镇都在尝试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自己的垃圾投放方案。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发出疑问：老城厢会不会
成为垃圾分类的盲点？ 对于这个问题，小东门街道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亮丽的答卷。

小东门街道“二元结构”明显，共 16 个居委，有 14 个存在二级旧
里，尤其是老城厢区域，基本都是二级旧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经前期
调研排摸，针对老城厢区域弄堂道路小、公共设施少、外来人员多、居住
环境杂等特点，在老城厢垃圾分类工作中采取了“加减乘除”的做法，
取得了初步成效。

加：大势所趋，确保宣传全覆盖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情，实则大问题。《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在 2019年 1月 31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把垃圾分类从日常生活小节提升到了法律层面，垃圾分类势在
必行。街道立即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先后组织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120余次，培训 7000 余人次，入户宣传 2万余户，资料发放 2.7 万余份，
让垃圾分类在街道辖区居民中做到家喻户晓，同时街道投入近 50 万
元，为老城厢量身订做了 43 个符合老城厢实际、反映老城厢文化的临

时垃圾投放点厢房，并在有条件的垃圾厢房旁边设置洗手池、整容镜、
休息椅，便于因湿垃圾脱袋弄脏手的居民清洁，年老腿脚不便的居民暂
坐，充分体现城市管理中的温情和温度。

减：趁势而上，确保减量全方位

由于老城厢居民长期以来生活习惯所致，街道二级旧里内存在
着许多零散的垃圾桶，有的短短一百来米弄堂内就有 4、5 处放置垃
圾桶，即影响环境也不利于分类管理，为减少环卫人员作业量的同时
减少街道二级旧里零散的垃圾桶，便于垃圾分类监管，街道在充分宣
传、征询意见基础上，把垃圾投放点从原来的 120 余处缩减到 61 处，
为减少垃圾投放点给居民带来的不便，街道在居民中积极推广由黄
浦区绿化市容局倡导的垃圾回收“拾尚包”，作为减少垃圾总量的有
效补充。

乘：因势利导，确保参与全领域

通过党建引领激发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
热情，以党员先行引导辖区居民不断增强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借
助“零距离家园”共建共治平台，建立一支达 491 人，融合楼宇、社区、
学校等多元素的“新时尚文明劝导服务团”志愿者队伍，促进不同领域
的单位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选取不同性质小区作为垃圾分类先行
试点小区，以点带面，使支持践行垃圾分类的人群形成几何级增长趋
势，让“垃圾分类小习惯”成为“文明之路大时尚”。

除：顺势而为，确保乱象全消除

为补上老城厢区域市政服务薄弱这块短板，街道将有经费保障的
垃圾厢房管理员、志愿者工作岗位向老城厢区域倾斜，把占街道总配额

80%的 78 名垃圾厢房管理员，配备到老城厢区域，同时将参与垃圾分
类志愿服务与获得社区服务点奖励积分挂钩，让志愿者可以优先使用
社区服务点的资源，努力使老城厢区域与商品房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相
均衡。对那些不听劝阻、不配合分类工作的，充分调动厢房内、弄堂里热
心阿姨、爷叔邻里监督作用，鼓励居民之间对违法不按规定分类、乱扔
垃圾行为“随手拍”，并对屡教不改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发动居民相
互提醒、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坚决消除不按规定分类、乱扔垃圾现象。
6月 20日，街道实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全覆盖，从开始的每天 6-7

桶到 27日 30桶、28日 36桶、29日 53桶、30日 55桶到 7月 1日垃圾
分类正式实行的 69 桶，湿垃圾量逐日上升，达到并超额完成街道每日
66桶湿垃圾的减量指标，分类实效明显。当然，垃圾分类就是要改变所
有居民的生活习惯，推进中，也存在部分投放点位垃圾分类效果不佳、
反复、垃圾乱丢等问题，就如上海倡导市民遵守“七不规范”一样，要达
到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入心入行，形成自觉，任重道远，但只要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实做好。

黄家路 88弄浩城华苑是一个商品房小区，作为第
一批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早在去年，浩城华苑便实施了
垃圾厢房改造，并在小区里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同
一批试点的小区，还有黄家路 55弄黄家小区、黄家路 99
弄南花苑，而这两个小区分别是联建公房、售后公房。三
个性质不同的小区同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都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作为试点小区，去年 12 月份，三个小区的垃圾厢房
改建工作正式启动，不仅外表更加美观，而且还设置可升
降的垃圾门，居民只需扫描绿色账户，对应的垃圾门即可
自动降落，丢完垃圾后又会自动升起，防止异味散出。为
方便居民投放垃圾，在街道的指导下，还特意在垃圾厢房
周边安置了水槽以及镜子等设施，供居民洗手并整理仪
表，居民们理解了、心暖了，自然也就支持了。

然而垃圾分类工作不能“一刀切”，由于人员范围、
小区性质、人口密度等不同，因此要对每个小区的具体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使决策更加顺从民意。在三个小区中，
浩城华苑由于原有的垃圾厢房占地面积大，先天条件好， 因此在改造过后，更加注重“宜居型”社区建设。不仅将

垃圾厢房命名为“绿色环保分类回收小屋”，还把旁边的
一片空地改造成了小庭院，一改人们以前对垃圾厢房
“脏乱差”的印象。如今，居民们可以丢完垃圾后，喜欢围
坐在庭院里“嘠讪胡”，有时还帮助前来进行垃圾投放的
居民一同辨析那些“特殊”垃圾应如何分类，如此一来，
邻里关系近了，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也有了质的飞跃。作
为联建公房的黄家小区也有其特殊之处，由于小区内老
人居多，垃圾投放时间便定在了早上 9:00-11:00、下午
3:00-5:00；考虑到小区正在进行美丽家园建设，因此特
意在垃圾厢房旁辟出一片空地用来堆放建筑垃圾，免去
了居民和施工队的烦恼。现如今，很多小区都是定时定点
投放垃圾，南花苑小区也不例外。关于垃圾投放时间段，
小区里一开始是有些争议的，原本定于早上 9:00-11:

00、下午 3:00-5:00 可以投放，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
上班族向居委反映，早上太晚都去上班了，晚上太早还未
下班，是否可以进行调整。得知居民想法后，经过居委会、
业委会以及物业的一致协商，将时间及时调整到了早晚
7:00-9:00，解决了居民们的困难。

福鑫大楼垃圾分类工作，坚持党建核心引领，党
员做好模范表率，“三驾马车”通力协作，物业主动
作为，密切配合。物业保安负责人赵祖亮是一名共产
党员，平时和蔼可亲，尽心尽职为居民守护家园，确
保小区居民生活安定有序，谁家有什么难事急事，总
是第一时间施以援手，给予及时帮助，是业主普遍认
可的“好管家”。在各类文明创建志愿者行动中，总
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

6 月 4 日小区开始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6
月 10 日在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准时楼层撤桶，居民
配合程度很高，90%以上做到了自觉分类，按照定时
定点要求投放，每天两桶湿垃圾的纯净度，得到驳运
人员的高度认可。赵祖亮协助居委和小区党支部积
极做好宣传，协调志愿者上岗值守，发现问题马上联
系解决，每天发现志愿者有事请假，总是主动顶上，
保证了每天早、晚四个小时的值守活动。除了配合宣
传外，对居民投放垃圾热情指导，协助湿垃圾破袋，
对做的正确的居民给予表扬和鼓励，获得居民高度
赞誉，而他总是乐呵呵回答说：“应该的”。

由于有一批像赵祖亮的无私付出，福鑫大楼的
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取得良好成效。同时也体现出福
鑫大楼广大居民的文明素质，配得上“市级文明小
区”的荣誉称号。

【垃圾分类·案例】

“三点一线”连成片 文明之路大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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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人物】

做好垃圾分类是我的本分
———记福鑫大楼保安赵祖亮

□记者 方雅欣 实习生 华潇萌

垃圾分类离不了大家的共同努力，为让居民们
了解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东门街道
利用各种活动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向居民发
放宣传资料，使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增强。虽然一开始
有些居民有抵触情绪，但通过党员带头、楼组长及志
愿者上门劝说，看到身边的邻里都积极进行响应着
垃圾分类的号召，他们也渐渐受其感染，将混合垃圾
进行了分类。
在金坛居委会主任陈洁看来，垃圾分类工作，既

要做到遵守法规，又要做到顺应民意。现在，在每天
早晚的投放时间段，都有垃圾分类专管员及志愿者

在旁监督、提醒、帮助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不在
垃圾投放的时段内，也会有居民志愿者进行流通性
的巡逻———检查是否有乱投放的现象，如若有及时
对其纠正引导。
垃圾分类是一项关乎民生的公益事业，小东门

街道各部门都在分步分计划实施开展工作，制定了
相关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发动党员、志愿者、小区
业委会等共同参与，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同时还为
各居民区提供了完善的垃圾分类硬件支持，包括垃
圾分类厢房、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卡、充足的分类垃圾
桶等等。

现如今，垃圾分类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越做越
顺畅，越做越带劲。目前，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已经
初见成效，黄家路小区的三个小区是如此，整个小东
门亦是如此。不过，大家还需用耐心与恒心使垃圾分
类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小东门街道目前正处于一个由典型的老城厢向沿江新型社区转型的发展阶段。 虽然近年来小东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动拆迁和城市建设，社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二级以
下旧里的比重现在仍然很高，不同小区环境面貌存在着天壤之别。在小东门街道，垃圾分类绝不仅仅在白领居多的小区活跃，在一些老旧小区，垃圾分类的热度也是与日俱增。而位于黄
家路上的三个性质不同的小区，便是小东门垃圾分类投放工作最为鲜活的缩影。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后，白渡居委福鑫大楼物业制定了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福鑫大楼共有居民 260 户，楼层设有垃圾桶，从 6 月 4 日试运行以来，
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撤桶、定时定点、破袋等环节平稳有序，有许多可圈可点
之处值得总结，涌现一大批好人好事。

因地制宜 异同结合 协同合作 邻里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