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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手扔到随手分，垃圾分类成为兰街村民生活习惯

撤走所有垃圾桶 村里反而更洁净
“从 4 月 1 日起，《浙江

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将正式实施，如果你
扔的垃圾不分类或是没扔
对地方，很有可能‘吃’到
一张 200 元的罚单，而且
还会被记入信用档案，影
响到以后的生活。”15 日
晚，经济开发区兰街村网
格员活动一开始，村支书
李岩敏就向全体网格员宣
布了这一消息。

面 对 该《办 法》的 实
施，兰街村的网格员表示
很淡定，这份淡定来自于
近一年来村里实施垃圾分
类以来已形成常态化管理
的自信。“村民都已形成共
识，十分认同‘垃圾是放错
地方的资源’这一观点，并
深入生活。实施垃圾分类
后该村村民实现了从‘随
手 扔 ’到‘ 随 手 分 ’的 转
变。”谈及兰街村垃圾分类
的心得，李岩敏滔滔不绝，
他带领网格员队伍创出的
垃圾分类“一联四定”兰街
模式成了其他村争相学习
的模板。

“一联四定”，规范垃圾分类日常管理

推行网格党建打造“同心”兰街

就亲就近就便原则网格七个区块

记者了解到，兰街村现有村民

296户796人，外来人员400余人。去

年，该村争创了金华市民主法治村，永

康美丽乡村精品村。

在李岩敏看来，兰街村取得这些

成绩背后，垃圾分类成了撬动村庄发

展的最有力支点。

该村借开展垃圾分类推行了网格

党建工作法，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

护村队员和妇联这五支队伍整编成一

支 50 人的网格员“铁军”，以党员标准

实行同质化管理，把每月 15 日主题党

日活动变为网格员活动日，用网格管

理责任亮出身份，用红 T 恤展示兰街

精神。

为了让每位网格员都能发挥所

长，该村分成七个区块，网格员按照就

亲就近就便的原则进行划分。“我们制

定了一张覆盖全村的网格化管理工作

图，分四个层级。我任总网格长，下分

7 个网格小组五六个家庭，每个家庭

指定一人参与管理。对村里的外来人

员实行‘同村同待遇’，按照居住房东

属地接受网格管理。”李岩敏介绍。“方

针政策讲一讲、群众呼声听一听、愁事

难事帮一帮，环境卫生管一管，文明新

风树一树”就是网格员的职责。

记者了解到，以前该村的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护村队员之间还存在一

些隔阂，遇事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时

有发生。”李岩敏说。令人惊喜的是，

在推行网格员同质化管理之后，这五

支队伍增加了彼此的交流，提高了工

作的的透明度，促进了队伍的融合和

信任，大大促进了垃圾分类、美丽乡村

等各项农村工作的开展。

组建了网格管理的铁军后，该村

就推出了“一联四定”的垃圾分类工作

法。一联是指网格员联系到户，四定

是指定点、定时、定人、定类。同时该

村还建立了一系列的值班制度、登记

制度和微信管理制度，设计了《网格员

登记表》《垃圾分拣人员签到表》《垃圾

分类统计表》等表格，细化垃圾分类的

各个环节工作，实行表格化登记统计

管理。按照全村网格分组，实行每日

轮流值班，对垃圾分类管理做到 24 小

时全覆盖。

善做“减法”，倡导垃圾分类入脑入心

记者了解到，兰街村在开展垃圾

分类之初，也面临了不少难题。该村

村两委善做“减法”，倡导垃圾分类入

脑入心。

“以前村民家门口设有垃圾桶，但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些村民乱丢、乱

倒垃圾的陋习，反倒常常因为清理不

及时造成垃圾堆积、异味扑鼻的情

况。”李岩敏说。

垃圾桶形同虚设，是设还是撤，成

了村里最大的“议题”。该村为此多次

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

村中的垃圾桶全撤了，并要求村民家

的垃圾桶不能出户。

没了垃圾桶，垃圾往哪儿扔呢？

兰街村在村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选址

建造了 4 个垃圾收集点，统称为“第六

空间”。收集点上的垃圾桶按照厨余

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有毒有

害垃圾分四类依次放置。

四个位置定点投放垃圾，对住在

村中心的村民来说肯定不大方便村民

李大爷就是其中一位。但李岩敏的一

番话却让他甘愿走远路投垃圾。

李岩敏专门算了算，李大爷家离

最近的垃圾收集点需走 700 多步，他

向李大爷灌输，这是给其增加锻炼山

体的机会，投放垃圾还带散步健身，一

举两得。

除了定点，该村还根据村民工作、

生活的习惯，规定了投放垃圾的时间，

除了 5 时 30 分至 7 时 30 分，17 时 30

分和 19 时 30 分这四个小时，其余时

间不能投放垃圾。

每周要轮流值班一天，一天要值

班 4 个小时。一开始不少网格员也产

生了畏难情绪，认为不能坚持长久。

但李岩敏不以为然，他向网格员算了

一笔时间账：“一个网格员，一周值班

一天，一天 4 小时，全年加起来相当于

是 208 个小时，以 8 小时工作制来算，

相当于是 26 个工作日。一个网格员

赞助 26 个工作日，带来的是全年整洁

的村庄环境。”

经李岩敏这一算，网格员们都心

服口服，不再推诿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网格值班。经过实践，他们发现，每周

贡献的 4 个小时，并不会影响到自己

的生活和工作。

“垃圾分类说难也难，说简单也

简单。做了以后就会发现，只要把垃

圾分类当做生活中的一件分内事，也

就没那么复杂了。”如今，在兰街村，村

民对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并逐渐

形成了本分意识，改变了投放垃圾的

陋习，分类也变得更规范化。

随着村民分类习惯变好，网格员

的值班工作还在继续做“减法”。“以前

需要一个组长带领 6 个组员值班，现

在一个组长只要带两到三个组员值班

就够了。这样一来，组员贡献的工时

又减少了。”兰街村村委会主任李法钱

说。

精打细算,创造垃圾分类美丽经济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垃圾

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兰街

村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在“三化”

上做足了精打细算的文章。

该村以“一联四定”基础，对“第六

空间”进行改造升级，融入垃圾回收、

资源再生、爱心传递、生态洗衣、习惯

培养和美丽建设六大功能。

现在，该村通过“第六空间”，村民

实现了“以桶换袋”，倒完垃圾后直接

进行清洗，减少垃圾袋的二次污染；实

现资源回收，在网格员活动日把家里

七八成新的旧衣服、旧玩具拿出来，由

村里统一打包，捐给西部贫困山区。

截至目前，该村已回收了废旧衣服上

千件500多公斤，有效助力垃圾减量。

李岩敏表示，下一步，该村将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结合村庄发展

的实际，继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加强

垃圾资源化利用，引导村民向“破烂

王”取经，让垃圾分类更加精细化，创

造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