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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联领导来永
调研时要求

夯实基层基础
补齐康复短板
□记者 张赤奎

本报讯 10 日，省残联副理事

长高翔一行来我市调研残疾人工

作，走访了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和西城街道办

事处，详细了解我市社区康复站、康

复机构和基层残联组织工作开展情

况等，并走访慰问部分残疾人。

目前，我市有 3.5 万名残疾人，

其中持证残疾人1.4万人。近年来，

我市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以提

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目

标，建立康复训练定点机构 4 家，为

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建立残疾人

康复站 16 家，开展残疾预防筛查、

精神病防治等工作。同时，我市大

力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推动残疾人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

落实，严格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截至 9

月，全市已有 3906 名残疾人享受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5201 名残疾人

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我市残疾

人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我市进

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充分整合

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制定

出台康复事业长期发展规划，补齐

康复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严格落实助残惠残资金，

保障残疾人的就业权利，在全社会

营造有利于残疾人身心健康和融入

社会的良好氛围。

□记者 俞夏冰

本报讯 11日，城西新区3个垃圾

分类试点村在前期积累的经验基础

上，继续深入开展“城西实践”。小东

陈村、华村、楼塘村的妇联成员们每天

轮流拿着巡检手持终端机，通过扫描

农户垃圾分类牌上的二维码获取相应

信息。“我们每天进行打分，已经成为

习惯了。”楼塘村妇联成员应丽珍说，

他们日复一日记录各农户“绿色账户”

上的积分，并将积分信息统一导入电

脑汇总。

其实，垃圾分类考核智能化在楼

塘村已不是新鲜事物，城西新区将垃

圾的“三化”重新整合，新增垃圾分类

制度规范化、垃圾分类人员全域化。

垃圾分类制度规范化，是指各村

按照一支队伍、一套制度、一份流程、

一本台账，同时规范分类处理。例

如，小东陈村的有害垃圾就由党员无

偿出资进行回收，并进一步实行堆肥

房“房长制”，由房长检查阳光堆肥房

的环境卫生和分拣员每日分类效果，

要求做到一日一巡查、一天一记录、

一周一反馈、一月一考核。

垃圾分类人员全域化则要求该

区管委会与流管所合作，在做临时居

住证时由流管员对流动人口进行垃

圾分类引导，并由房东进行监督。对

于未做好垃圾分类的流动人员，房东

反馈到村、再由村反馈到流管所，对

应的流管员在人口登记信息将其列

入黑名单，并实施重点监管。各个村

对租赁房屋给流动人口的房东提出

新要求，即房东负责承租方门前三

包、垃圾分类等各项事务，同时按时

收缴每人的卫生管理费，收取的卫生

费高低与租户垃圾分类情况相挂钩。

□记者 王导

本报讯 11 日 16 时，龙山镇桥下

一村村民吕仙红拎着一只塑料袋来到

该村垃圾定投点，拆开塑料袋把垃圾

倒进了可腐烂垃圾箱，又把塑料袋扔

进了旁边的不可腐烂垃圾箱。当天是

桥下一村试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模式的第三天，村民已经逐渐养成了

把垃圾分类投放的习惯。

桥下一村是龙山镇集镇所在地，

商铺林立，人多业杂，是垃圾分类的

重点村、难点村。一直来，该村不断

加大投入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为全村

每家每户配备了2只垃圾桶用于垃圾

分类投放，还组织妇女联合会、联防

队等村级组织开展全天候巡查。然

而，效果并不理想，家家户户门前的

垃圾桶基本上都存在混投现象，保洁

公司只负责清运不负责分类，每天真

正能分出的可腐烂垃圾少之又少。

“ 归根结底，责任没有明确到

人。”桥下一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哲认

为，门前垃圾桶看似责任到了每家每

户，但由于垃圾桶是敞开式的，一户

村民不可能一直盯着垃圾桶，没做好

分类很难追究到真正的责任人。

“垃圾分类去桶化”的想法在朱

文哲脑中逐渐成型并完善。9 日，国

庆刚过完，桥下一村全村 600 多只门

前垃圾桶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分别设在该村 4 个网格区

块相对中间位置的垃圾分类定投

点。每个垃圾分类定投点设置 1 个

小型可腐烂垃圾箱、1 个大型不可腐

烂垃圾箱。新垃圾箱是不锈钢制作，

不容易损坏，更容易清洗。

为此，桥下一村还专门制定了垃

圾分类定投及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管

理办法，规定每天 16 时至 19 时为垃

圾定投时间，村妇联执委分别在各个

定投点指导并记录村民垃圾分类及

投放情况，分得对、投得好的有奖励，

不分类不定投乱扔垃圾的则罚款。

垃圾箱则由保洁公司每天负责清运

并清洗。

在桥下一村开烧烤摊的吕官印

每天16时30分左右都会准时拎着两

只装满垃圾的桶来到 3 号投放点，一

只装着塑料袋、筷子、纸盒等不可腐

烂垃圾，一只装着菜叶等可腐烂垃

圾，分别倒入相对应的垃圾箱内；村

民朱新苗拎着一大袋正准备倒进不

可腐烂垃圾箱时，把半个橘子拣出来

扔进可腐烂垃圾箱。年仅 8 岁来自

云南镇雄的朱宇翔成为了该村垃圾

分类定投的“粉丝”，每天都要在记录

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据初步统计，实行垃圾分类定投

以来，桥下一村每天分出可腐烂垃圾

达 100 多公斤，一个月可实现垃圾减

量 3000 多公斤，一年可实现垃圾减

量36.5吨。

多部门联合开展
天然气长输管道
安全检查
□见习记者 徐赛瑾

本报讯 为确保我市天然气长

输管道安全稳定运行，1 日，市发改

局、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安监

局、江南街道等联合开展天然气长

输管道安全生产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浙能天然

气运行有限公司永康站和天然气长

输管道沿线路段，检查站内安全以

及沿线天然气长输管道标识和警示

牌设置情况。几个部门针对 7 月份

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复

查，并对目前站内存在的自查隐患

未整改、未配备专职安保人员等问

题提出相关整改意见。

据了解，接下来，浙能天然气运

行有限公司永康站工作人员将针对

各部门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进一

步提高安防巡逻频率，平均每小时

都将对设备运行情况、供配电情况、

安防、工艺流程进行一次检查。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日前，古山镇黄塘坑村占

地近 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 万余平

方米的村级工业区块涉违建筑被顺利

拆除，昔日“低散乱危”企业厂房轰然

倒地。这一拆，标志着该村破解了一

道历史遗留问题，古山镇“低散乱危”

区块整治也迈出了新步伐。

“从下发通知书到进场拆除，就用

了半个月时间，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古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期，经过镇

村干部上门沟通协调，业主主动配合

腾空搬移违建厂房内货物。当天，古

山镇联合公安、综合行政执法、供电等

部门，组织两台挖掘机同时作业，势如

破竹推进拆违，现场秩序井然。

据介绍，这些涉违建筑建于上世纪

90年代，常有污水乱流、乱堆乱放等现

象发生，严重影响整体环境。此外，该

村级工业区块早前曾组织拆除大部分

违建。剩余违建存在，造成利益失衡，

成为一道历史遗留问题。

眼下，随着拆违工作纵深推进，古

山镇持续发力，形成震慑。此前，与该

村相邻的后塘弄一村、后塘弄二村拆

除村级工业区块违建厂房后，根据实

际进行规划。后塘弄一村开展低效厂

房改造，提高土地利用率。后塘弄二

村则实施农房改造工程，提升人居生

活环境质量。这也促使黄塘坑村趁势

发力，大力推进拆违。下一步，该村还

将组织对乱堆乱建进行整治，集中力

量推进整村拆违，同时做好拆后利用

工作，推进农房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

600多只垃圾分类桶一夜之间全“没”了

桥下一村探索垃圾分类定投新模式

垃圾分类考核智能化制度规范化人员全域化

城西新区开展“三化”融合新实践

黄塘坑村拆除万余平方米违建
■■整村连片治危拆违整村连片治危拆违

■■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

11 日，记者在南溪大桥建设工程现

场看到，不少施工人员正在施工。据了

解，南溪大桥总投资约 1.8 亿元，为钢构

斜拉桥，桥梁长 253 米，宽 60 米，目前桥

墩浇筑已全部完成。

记者 杨成栋 摄

南溪大桥桥墩
浇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