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妇联基层组织实施“会改联”后，原本属“光杆司令”的原村妇女主任有了自己
的团队，凝聚起强大的基层妇联组织力量。自本报”永报姐妹花“推出《村里的妇联主
席，究竟在忙啥？》报道后（刊于8月15日14版），得到市领导和许多读者的共同点赞。

而在我市各镇街区，如此可爱可敬的基层妇女干部可谓数不胜数。连日来，姐妹
花记者脚步不停，再次走进其他镇街区及村庄，亲身体验这些基层妇女干部的日常工
作，触摸来自基层女匠们那份最真实的感动。

垃圾分类是一项繁杂琐碎的工作，记者深切地体

会到，这些可爱可敬的村妇联干部，正用属于女人特

有的真心、耐心以及一份对家园的深沉爱心，认认真

真、不畏艰辛地做好这一项看上去简单，却着实不易

的工作。记者在采访体验过程中，有一位村妇联干部

曾这样介绍，当她们孜孜不倦地做这件事时，却时不

时有人会问是不是村里给了报酬，否则为啥愿意花时

间去做这些“没用”的事。当时她并没有解释，因为自

己坚信，事实远胜于雄辩。眼下天气炎热，垃圾桶散

发出格外难闻的味道，她们却依然在别人异样的眼光

中分拣着垃圾、宣传着知识，相信只要自己身体力行，

最终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配合。

人心齐，泰山移。记者很高兴地看到，这些淳朴

肯干的镇、村妇联干部早已深谙此理。她们正紧紧地

拧成一股绳，集思广益、攻坚克难，用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个暖人的微笑，积极带动着农村广大妇女和家

庭共同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来，共同维护好永康

这个美丽大家园。

□记者 任晓

■记者手记 一个暖心的微笑 一项美丽的事业

清晨 5 时许，皮店村还没有“苏醒”，7 位村妇

联执委早已忙乎开了。她们正有条不紊地翻看着

村民家门口的垃圾桶，每走一户，都要在本子上记

录下垃圾分类的详细情况。每天早上检查村民家

的垃圾分类是否正确，这是她们每天的必修课，每

检查完一户都要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评价。

“阿婆，垃圾分错了。”此时，一位阿婆刚好将

垃圾拎出来，里面有菜叶、水果皮和少量纸巾，她

一股脑倒进了写了“厨余垃圾”的垃圾桶中。村妇

联执委支美晓看到赶紧走过去，将纸巾挑出来，扔

在旁边的垃圾桶里。当天，她们花了近一个小时

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只发现了这一处错误。

正在一旁看着的村民陈同芬说，一开始，垃圾

分错类的情况经常发生，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但

在妇联干部们的感染下，自己也会经常帮助老人

们进行分类。现如今，村里的垃圾分类工作已逐

步走上轨道。

“村里老屋前面的地面比较脏，我们打扫一

下。”村妇联主席陈秋爱在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条

消息，其他 6 名执委纷纷表示赞成。很快，她们就

回家拿来扫把，有的则拿来皮管，“说干就干！除

了扫地，还得冲洗一遍才算彻底干净！”

在宣传监督垃圾分类工作以外，她们还义务

承包了村里的卫生打扫工作。虽然房前屋后区域

的卫生由村民自己打扫，但是公共区域并没有专

人负责。村妇联组织成立后，她们约定俗成，看到

哪里脏了就会去扫一扫，间隔一段时间后，7 人聚

集再来一次全村大扫除。

“要建设美丽石柱，垃圾分类是第一步。”石柱

镇妇联主席胡玉叶表示，镇妇联不仅要监督每个

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还会督促村妇联做好“门前三

包”工作。接下来还要在全镇范围内进行环境卫

生大整治，为持续进行中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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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过后，里麻车村妇联的“姐妹花”们便聚在

一起，总结近几日垃圾分类情况，现场气氛热烈。村

妇联执委只有 7 位，但参会人数可远不止 7 人。因为

垃圾分类工作任务重、人员少，她们又在村里挑选了

12 名勤劳、认真、负责、肯吃苦的妇女姐妹作为监

督员和宣传员，加入到宣传垃圾分类的行列中来。

于是，由这 19 位“姐妹花”组成的各小组开始互相探

索学习垃圾分类的工作经验。

“我们组这两天情况蛮好，基本没出错。”村妇联

主席夏巧红说，组织建立的第二天，她们就开始通过

网络学习垃圾分类的模式，寻找关于垃圾分类的宣

传内容，整理打印出来后与其他执委共同学习。之

后再对所有监督员、宣传员进行培训，最后将宣传册

子分发到村民手中。她们共分成三个小组，并分配

好每个人负责的家庭名单。

“如今村里几乎见不到垃圾分错类的情况了。”

记者在现场，翻开了好几户人家门前的垃圾桶，但见

各种垃圾“安安静静”地各归其位。说起垃圾分类以

来村里发生的变化，姐妹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不过，她们高涨的积极性也曾受到过打击。最

初，有村民提出疑问，不都是垃圾嘛，为啥要分得这

么细？每当这时，她们都会面带微笑地耐心解释。

有些村民把所有垃圾混合倒进垃圾桶。每当这时，

她们又会将垃圾倒出，顾不得脏臭做示范。她们相

信，笑脸迎人更容易被人接受。不被理解时，团队的

其他成员就会站出来安慰鼓励，哪一位姐妹负责的

垃圾桶出现问题，大家也会相互监督和帮助。

“目前，我们要提升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让每位

执委都明确责任。”龙山镇妇联主席孙闺莉说，明确

任务，宣传好垃圾分类并进行指导是当下的首要任

务，努力让垃圾分类成为常态则是短期目标。同时，

镇妇联还将积极配合镇里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与各村妇联联动清理沟渠、河塘，保持房前屋后的干

净整洁。

西竹园村村委会办公楼前的操场上放着一个

小木屋，上面有三扇门，里面对应的是“厨余垃圾”

“生活垃圾”和“其他垃圾”。据了解，该村一共定

制了 12 个这样的小木屋，分散在村庄各个角落，

它们在垃圾分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小木屋，村妇联执委齐齐提到了舟山镇

端头村。“既然有这么好的例子，我们当然要好好

请教一番。”当选次日，该村 7 名妇联执委马上前

往端头村取经，仔细研究其垃圾分类的模式，回来

之后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好的运营模式推

广到本村。

“我们确定小木屋每天开放时间，让村民在这

段时间内将分拣过的垃圾直接扔进去。小木屋开

放时会有专人在旁边监督，保证垃圾不进错‘家

门’。”西竹园村妇联主席李梅芳说，由于有些人家

的分类垃圾桶出现了损坏，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

意直接让分类垃圾进木屋，这样不仅节约资源，还

能减少垃圾分拣员的工作量。这时，不知是谁提

出了有害垃圾该何去何从，于是她们又你一言我

一语地热议开来，纷纷倒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西竹园村，7 名村妇联执委充分发挥出了

“半边天”的作用，她们是垃圾分类的宣传员，也是

指导员和监督员。她们按照网格化管理模式进行

分工，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上门签订垃圾分类

承诺书，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培训，轮流每日带着垃

圾分拣员上门监督检查垃圾分类情况，对分类不

到位的户进行指导。

“提高垃圾分类准确性是短期内的工作目

标。”东城街道妇联主席钱燕姿说，现在全街道都

在向优秀村学习，内部也开展了互相学习，形成你

追我赶的局面共促进步。街道妇联将跟进每个村

的垃圾分类实行情况和进展情况，切实监督和指

导好村妇联的各项工作，齐心协力助推街道各项

重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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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镇皮店村妇联
村还没“苏醒”，7姐妹开工了

龙山镇里麻车村妇联
遇冷笑相对，遇难互鼓励

东城街道西竹园村妇联
取好经努力探索本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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