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宽敞整洁，池塘波光粼粼，绿化错落有

致，从环境上看，松塘园村就是垃圾分类的模板

村，也是所有村庄的理想型。该村早在两年前就

开始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全村党员干部持之以恒

的韧性，村民们坚持不懈的配合，才有了今天的

良好风貌。

现在的垃圾池普遍没有了臭味，少了蚊虫，

周边村民的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垃圾分类工

作做好后，干净的环境又会反过来推进村民素质

的提升。长远来看，垃圾分类不仅能提升生活质

量，还对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有诸多助益。

垃圾分类市场化保洁就是他们的经验之一，

保洁资金由市、镇、村三方保障，同时收缴卫生费

作为资金补充。保洁公司每天定时定点收集，或

根据村情村况上门收集，再统一运往垃圾终端处

理站进行处理。

据了解，从2015年以来，芝英镇以党建为引

领，强服务、严管理，试点推行卫生保洁市场化以

及垃圾分类促减量工作，并在全镇范围内推开。

目前，63个行政村村民垃圾分类准确率80%以

上，每日分出的可烂垃圾8-10吨，经终端资源

化 、减 量 化 处 理 制 成 有 机 肥 ，转 化 率 为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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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知晓 建章立制 坚持不懈 有始有终

垃圾分类“芝英模式”成效卓著
村多人多，工商业发达。长久以来，芝英镇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工业重

镇”，但仔细寻去，“工业”自带的“脏乱差”却并未在这里留下太多痕迹。反而，
在垃圾分类工作进展中，该镇不断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形成了一套可持续的
发展经验，不断提升着该镇的颜值与气质。

源头分类、终端回收，理顺各个环节，垃圾分类“有始有终”。2座垃圾中
转站、1座阳光房再加上2台厨余垃圾处理器，就是目前该镇在垃圾分类硬件
上的底气。

“红绿黄蓝四个瓶，垃圾分类四类型，村民个

个分标准，全村整洁真干净……”朗朗上口的“三

句半”经过下柏石村妇联成员陈林仙的加工，显

得更为生动。前后不下20次的表演，她对于掌

声与点赞并不陌生：“大家喜欢看，就会记得牢。”

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往往事半功倍。村民陈先生

说：“每次看到不同颜色的垃圾分类箱，就是不知

道该怎么放，没想到改成三句半，一下子理解

了。哼着歌倒垃圾，别有一番味道呢。”除此之

外，下柏石村还借助街角小品让垃圾分类深入人

心。

而在莲湖村，宣传方式又有不同。两年前，

该村就已经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今年5月开

始更是积极开展垃圾分类指导和宣传。“我们敲

锣打鼓，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到位。”该村妇

联主席吕笑南一边说，一边拉过队伍中的几个成

员汤彩恋、应彩微、王招和。她们有说有笑,散发

无限工作热情。通过她们的推动，宣传单和指导

手册发放率达100%，村民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

达100%。除此之外，他们还制作了防水的宣传

卡，每家每户日常就能按照卡片的指引，进行垃

圾分类。

但是光靠宣传似乎也难解决问题。莲湖村

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约为1:1，这也是芝英

镇很多村的现状，很多租户因为没有切实的制

约，对垃圾分类并不重视。于是，在最新版的《莲

湖村村规民约》中，垃圾分类被写入村民自治条

款，按照条款规定，莲湖村的住户都要承担起源

头分类、定点投放的责任。在持续推进中，村民

们不再相互推诿，责任感增强了，时间一长，垃圾

分类“改变理念，改变习惯”就在莲湖村落到实

处。

吕笑南认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不光光是一句

口号，而是需要所有人真真切切行动起来。

“三句半”唱进心坎 垃圾分类写进村规民约

党建引领形成工作机制 分类习惯融入日常

在雅庄村，随便问一村民，他都能准确报出

联系自己的党员。全村本地2500多人，外来人

口达3000人的村庄，人人如此，不得不让人惊

叹。而这一成绩背后，少不了党组织的“撑腰”。

今年5月开始，为了建设富裕、美丽、和谐、

文明的美丽乡村，雅庄村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夯实基层党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

每月的“主题党日”为抓手，从党员开始动员，强

化垃圾分类，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以前，村民们垃圾分类不到位，我们就从湿

乎乎的厨余垃圾中拣出可回收的干垃圾。现在，

只要粗略检查一遍就够了。”说起这个变化，该村

支委陈美英觉得非常高兴，村民们的好习惯已经

养成。

记者打开放在路边的垃圾箱，发现可腐烂、

不可腐烂垃圾分得清清楚楚。“每天都要分类，觉

得麻烦吗？”记者问。“不麻烦，不分的话，我们还

不习惯呢。”村民叶先生哈哈一笑。看来，垃圾分

类已经融入他家的日常。

按照制度设计，每户村民需从源头分类、定

时定点投放。刚开始村干部、党员代表、妇联成

员每天定岗轮值，在垃圾投放点现场宣传，指导

村民投放垃圾。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党员、代表

就近、就便、就亲负责3-10户村民，并由妇联成

员开展每天一次的入户检查，做好评比记录，在

公告栏上张贴。

“遇到不规范扔垃圾的，我们会把照片拍下

来，这个效果很好，这些村民下次就不好意思再

丢了。”陈美英说。

鼓励村民做好垃圾分类的形式多种多样，在

仙陵村，就会有小礼品的奖励。“分得好的村民会

得到肥皂、鸡蛋等物品。”该村支委、经济合作社

社长蒋广宇说现在村里干净多了。

而下徐店村的分管领导徐月梅制作的垃圾

分类台账被镇微信工作群广泛传阅。全村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妇联、联防队编成小组，每日检

查反馈，每周汇总公示。只要看一眼台账就能知

道全村的垃圾分类情况。加之还有优秀户、较差

户的评比，不仅是一种记录还是一种督促。

垃圾分类市场化保洁 回收进程有始有终

▲王上店村的垃圾集中回收点，宣传栏上写

明了回收方法，并张贴了当期”红黄榜“。

▲下柏石村垃圾分类街角小品。

▲古塘里村垃圾分类展示窗。

▲古塘里村垃圾分类助力打造精致“美丽庭院”。

▲王上店村妇联成员正在检查垃圾分类工作。

▲下柏石村将街角小品与垃圾分类相结合村

庄环境明显提升。

□ 记者 俞夏冰

镇街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