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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马跃华

厦门
思明

让精神先富起来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以乡风文明助推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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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娃，去年工作队送来的羊

羔，你转身就卖了。今年工作队又送

来了鸡苗，你打算咋卖啊？”“这次不

会了！工作队这样帮我，再不努力脱

贫，我都没脸见人了……”

连日来，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官庄镇张家村群众加紧排练自编自

导的小品《懒汉脱贫》，准备参加县

里举行的文艺演出。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淳化县

全力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让“乡风

文明”的美丽之花盛开在淳化大地，

在精神扶贫中筑起“乡风文明”建设

的新高地，实现物质富有和精神富

足联动推进、同频共振。

道德讲堂
夯实乡风文明之基

乡风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石，

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乎着广大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在推进脱贫

攻坚过程中，淳化县在“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贴近百姓”的基础上，用

“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人教身边人”的方式，积极

开展“道德讲堂”进村镇、进校园和

进家庭等活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去年 3 月份我们为县上 11 名

道德讲堂讲师和 2名主持人颁发了

聘书，并在全县范围开展道德讲堂，

进一步提升群众整体素质。”淳化县

文明办主任刘小荣说道。

淳化县各村结合自身实际，开

展了不同形式的“道德讲堂”活动，

全县今年已累计开展道德讲堂 278

场次，设置红黑榜274个，张榜公布

252 人，修订村规民约 883 条，推广

传世家训 1356 条，规范红白喜事

537 场次，评选乡贤 164 人，评选诚

信村民 160 场次，建立孝道基金

14800 元，评选孝子孝媳 251 人，评

选孝顺家庭 109 个，开展文艺下乡

60场次等。

“通过道德讲堂，村民在政策理

解、环境意识、思想作风等方面都有

了很大提高。”润镇寨子村第一书记

田民政说，下一步，村支两委还会继

续以此为抓手，大力推进乡风文明

建设，从而不断增强群众脱贫内生

动力。

培树好家风
带动新民风

乡风文明，侧重精神的鼓舞；精

准扶贫，侧重实在效果。这两者，如

何相融？“脱贫路上，无论我们如何

连拉带拽，总有个别贫困户不上路，

你干着急没什么办法！只有把‘等靠

要’的根彻底铲除，群众才有可能扶

得起来！”和群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十里塬宁家村村党支部书记宁喜民

深有感触地说道。

淳化县以“家风家训”为里，以

“村规民约”为表，表里结合加强民

风建设，推动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形成新的文明风尚。通过悬挂家

风家训牌，制作村规民约宣传栏，张

贴善行义举榜，弘扬男女平等、孝老

爱亲、诚信向善、勤俭节约的精神，

实现自我管理和约束；在全县各镇

村大力推行丧事简办喜事新办，逐

步抛弃陈规陋习。同时，充分发挥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

会、红白理事会和爱心超市的作用，

让群众当核心、唱主角，积极参与民

间事务调解、监督与服务。

好乡风涵养
脱贫精气神

有制度约束，重实践养成，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贫困村走上脱贫路。

淳化县秦河中心东塬村，距离

县城四十多公里，一句“有女莫嫁东

塬村”，道尽了这里的贫瘠与落后。

为加快该村脱贫出列，在第一

书记冯学军的主持下，连续四年

评选出优秀党员周顺成、脱贫标

兵李兴财、道德楷模李泽年等一

批先进典型，让贫困户就近感受

榜样的力量。

贫困户有了信心和动力，积极

参与大路菜、奶山羊等特色种植养

殖业；获得收益后，村集体投资2万

元手绘文化墙 5000 平方米，年初，

东塬村还举办了首届村级“春晚”，

戏曲、舞蹈、小品等 10 多个节目轮

番上阵，村民脸上笑开了花。“大力

开展乡风文明创建活动，既能提升

村容村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又

能产生经济效益，助力脱贫攻坚，

一举两得。”东塬村驻村工作队长

田武表示。

如今的淳化，“环境卫生有人

管”“红白喜事有人办”“文化活动有

人抓”“先进典型有人树”……乡风

好起来，群众富起来。

日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瑞

景社区瑞景公园小区推出“垃圾分

类不落地楼栋给力榜”。居民夏孝婷

所在的楼栋没有上榜，作为楼栋组

长，她赶紧向社区问清楚了评选时

发现的问题，然后给自己打气：“下

个月要争取上榜！垃圾分类让小区

环境越来越好，希望能为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

近年来，思明区通过从群众的

需求出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加强宣传，同时全面加强党建引领，

掀起“头脑风暴”，在垃圾分类上拼

创意、比实用，真正实现垃圾分类从

“要我做”到“我要做”。

宣传方式喜闻乐见

“绿色的放厨余垃圾，黄色的放

其他垃圾，以后垃圾分类就更加方

便了。”家住育秀里 38 号的居民刘

秀声介绍说，“厨房一个桶、客厅一

个桶、阳台一个桶，家里桶太多，分

类的时候就挺麻烦，走来走去的。现

在只要放在厨房里，就可以搞定分

类，方便多了。”

2018 年，思明区在启动撤袋换

桶计划时，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了

家用分类桶款式征集活动，经过近4

万户居民的投票后，从 8 个款式中

选出两款进行制作，并利用发桶契

机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快看，原来灰扑扑的墙画上了

彩绘，不仅好看多了，还宣传了垃圾

分类的理念。”走出自家楼道，市民

李志明指着家门口的一面围墙对女

儿说。李志明说的这一段围墙位于

深田路 57 号。这几天，原本老旧的

围墙披上了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原

创墙绘。

厦门市思明区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徐墩煌表示：“垃圾

分类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做

垃圾分类工作，本质就是做群众工

作，如何能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提

升他们的参与感、获得感很重要。”

督导引领同施并行

先站在一旁观察督导员如何引

导，再开桶检查，有问题当场拍照记

录，作为下次巡查重点……每天早

晚，在莲前街道莲薇社区 8 个小区

的 18个垃圾投放点，垃圾分类督导

员组长陈京萍都要进行流动式巡

查，“盯紧”督导员工作情况。

定片、定街区、定人，每周一督

查，每月一汇总，每季一通报。思明

区将全区 10 个街道划分成 27 个片

区、98 个街区（社区），由区四套班

子领导担任片长，区直机关领导干

部担任街长，实行包干巡查。

在思明区垃圾分类工作中，党员

的红色力量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

作用。岭兜社区率先建立了村级党员

干部承包制度，将全体党员干部纳入

垃圾分类工作中，党员分段负责，就

近包户，强化巡查监督，从源头开始

分类。

在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党委的

引领下，去年碧山临海小区启动“垃

圾分类党员先行”活动，小区 135名

党员亮身份作出带头做好垃圾分类

的承诺。

鼓励方式更接地气

滨海街道上李社区居民龙仁映

家中的阳台上，放置着一个特别的

菌糠储存箱。“把厨余垃圾倒进去，

撒上菌糠积累一箱后，就可以到社

区的立体菜园兑换蔬菜，基本上一

天要换一箱。”她笑着说。

这项“厨余垃圾兑换有机蔬菜”

的举措得到了小区居民的一致认

可，大家的参与度极高。从垃圾回收

到资源再生利用，最终回馈到居民

本身，这样的置换举措进一步提高

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真正

地做到了将环保意识融入群众的日

常生活中，并根植于心。

如今，莲前街道瑞景社区瑞景公

园小区掀起了一股兑现“环保金”的

热潮。小区引入了“废品大叔”美城驿

站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居民投入废

旧纸类、塑料、金属、饮料瓶等可回收

物，“环保金”在微信上即时到账，平

均每月可回收逾4吨可回收物。

在开元街道希望社区，笔者看

到了厦门市首台实现垃圾全种类

投放+积分兑换的智能环保屋。居

民通过下载 App 扫描二维码就可

以进行自助投放、称重、积分，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可以使用专

用卡进行刷卡投放。一旁的积分兑

换机上，摆着肥皂、清洁球等日用

品，居民可随时通过积分自助兑换

获得需要的物品。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湖泊、水库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河长制工作重点纳入常态化管理，库

区巡查每月不少于 2 次，水面清理每月不少于 1 次，截至目前，该县 6 座蓄水面积大于 0.5 平方公里的水库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真正做到“湖长治、水

常清”，实现了“湖泊面积不减少、水质不变差、生态不恶化”的湖泊保护工作目标。图为 9 月 1 日，安福县典坑水库管理人员在库区打捞杂物。 刘丽强 摄

本报讯（佛文）近日，广东省佛山

市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

织市民开展了垃圾分类墙体宣传涂

鸦活动，市民们齐齐动手为推广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造势。

本次活动以“净美禅城从垃圾分

类开始”为主题，旨在让垃圾分类知

识宣传走上街头，并对社区环境进行

美化。当日，莺岗社区的一群小朋友

变身“涂鸦画家”，与城管人员一道来

到粤荣大厦旁的旧围墙前进行填色

作画。墙上描绘了垃圾分类图案以及

禅城地标元素，五彩缤纷的卡通涂鸦

吸引了来往行人纷纷驻足观赏。

区城综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

分类和治理是今年禅城区城管工作

的重头戏，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推进。接下来，城管部门

在推广宣传的同时，将加大垃圾分类

设施建设投入。

“日前，记者走访安

徽省蚌埠市多家饭店发

现，‘光盘行动’已成为

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愿意做‘光盘侠’的人渐

渐多了”。（8 月 27 日《蚌

埠日报》）

曾 几 何 时 ，餐 桌 上

的 浪 费 是 令 人 扼 腕 的

粮食之殇，很多人为了

追求所谓的面子，在餐

桌 上 大 搞 铺 张 浪 费 。

“点菜必须点多”“吃不

完才能表达心意”一度

成 为 不 少 人 奉 行 的 歪

理，“粒粒皆辛苦”的古

训 被 抛 之 脑 后 。所 幸 ，

经 过 近 些 年 来 不 断 深

入开展的移风易俗、大

力 整 治 餐 桌 上 的 不 正

之风，勤俭节约的理念

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 光 盘 侠 ”多 了 起 来 ，

“点菜不点多”“吃不完

打 包 带 走 ”成 了 主 流 ，

餐桌上的风气正了，人

们的生活也更健康了。

其 实 ，对 于 社 会 上

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知道珍惜

粮食的重要性，只是由于被一些不

良的社会风气所裹挟，所以不得不

成为了餐桌上的浪费者。要扭转这

种不良风气，则必然要把思想的根

子转变。近年来，各地都在推进文明

餐桌行动，通过在饭店里张贴文明

用餐、节约用餐的各类标语，通过饭

店经营者的主动引导，通过各类媒

体的积极呼吁和倡导，如今人们传

统的面子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

转，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浪费是可耻

的行为，这就为杜绝餐桌上的浪费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

我国依然是世界上粮食进口量第一

的国家，粮食资源依然是头等资源，

解决好吃饭的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每一粒粮食都关乎我们

的国与民。不能因为有的人生活水平

提高了，就可以大手大脚地挥霍粮

食，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是必须纠

正的陋习。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光盘侠”

为荣，用餐时做到按需点菜，吃不完

的自觉打包带走，这节约下来的不仅

仅是多出的一点菜，而是我们的国之

根本。光盘行动、文明餐桌需要持之

以恒地坚持下去，广泛发动商家、消

费者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参与和行动

起来，不但首先要自己做到节约每一

粒粮食，对不文明的用餐行为也要及

时制止和引导，把文明用餐的意识和

习惯传递给更多人，让人人都能接力

成为“光盘侠”。唯此，勤俭节约才能

蔚然成风，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幸福

美好。

“小餐桌”连接着“大文明”，让我

们从点滴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起，拒绝“剩”宴、抵制浪费，让文明餐

桌成为我们生活的标配。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打造，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乡村振兴示

范廊带创建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

段，示范村的乡村新貌和振兴发

展的前景轮廓已具雏形。

乡村振兴示范廊带建设是

省委、市委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

署，对于全县进一步引深乡村振

兴，全面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寿阳将资源、

功能、管理有效融合，为廊带建

设注入新动力。

资源融合——寿阳县全面整

合交控集团设计团队，会同项目

设计组共同开展设计包装，采用

EPC模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同

时依托城建领域规划设计优势，

邀请国际一流设计团队把脉问

诊，为项目规划提供了坚强的顶

层设计保障。

功能融合——坚持职能合

并、功能合一的原则，以国保文

物福田寺为中心，在黑水村建设

23757 平 方 米 的 中 心 广 场 和

1986平方米的农村服务综合体，

包含了旅游集散、文体活动、劳

务用工培训、日间照料和医疗卫

生服务“五个中心”及傩文化博

物馆。

管理融合——在提升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围绕乡村振兴总

要求，以落实市委提升乡村治理

能力“二十五条”为引领，进一步

做实基层网格，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示范村建设；以交控集

团绿化苗木体验基地建设为契

机，筹备成立苗木种植合作社、

蔬菜种植合作社，劳务派遣公

司、苗木科技公司、保洁公司等，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以傩舞、

竹马等非物质文化为依托，加快

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截 至 目 前 ，廊 带 内 174 处

4418平方米违建全部拆除，协商

拆除有碍观瞻建筑物14处 3600

平方米，腾退面积 2 万平方米；

沿线硬化裸土区、平交路口89处

10.1 万平方米；通道绿化 27.13

公顷、村庄绿化 6.67 公顷、沿线

荒山整地 40 公顷，旅游公路和

苗木体验基地景观路通道绿化

33公顷。3个重点村组已完成总

体设计，累计铺设管网 1.83 万

米，全部完成了地下管网改造任

务；村庄内道路硬化 2.4 万平方

米；古院落修复 14处；厕所改造

基本完成。涧河、大段河、南庄

河、郭家庄小河清理整治13.5 万

立方米淤泥、垃圾，河道治理生

态效应显著。

荣成市港湾街道
推广“文化楼道”建设
促邻里关系和谐

本报讯（鲁文）日前，山东荣成市

港湾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在

辖区五个社区推广“文化楼道”建设，

让原本只是社区居民回家的通道，成

为了邻里情感交流的平台，也成为了

小区文化宣传的载体，获得了社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其中，渔人码头社区

率先以水产小区为试点，建设了一批

特色楼道，通过楼道文化点亮了小区

文明。

“睦邻楼道”“艺术楼道”“绿色楼

道”……在渔人码头社区的水产大院

里，这些生动的词汇都成为了每幢

楼、每个单元独具一格的“文化楼道”

主题，让人眼前一亮。

走进不同主题的单元内，美丽的

手工墙绘、精致的国画、正能量的宣传

语、生机盎然的绿植让小区楼道焕然

一新，别具一格的设计不禁让居民放

慢了回家的脚步，大家驻足观赏细细

品味。

楼道的环境变好了，楼内居民之

间的邻里关系也开出了和谐之花。“楼

道文化建设美化了环境，提升了文化

档次，也提高了生活质量。一进楼道，

就像参观画廊一样，很舒服，很漂亮。”

居住在大院 64号楼的毕大姐高兴地

说，虽然自己居住的小区是一个老小

区，但是经过社区的这一番改造，完全

变了样，亲朋好友来走亲戚时，都赞不

绝口，这让她觉得很自豪。

社区负责人表示，开展“文化楼

道”建设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

文化，还美化了楼道环境，激发了市

民自觉参与社区互动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从而推动和谐社区、诚信社区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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