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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镇：垃圾精细分类打造青山绿水

■乡村振兴的永康探索·调研报告

垃圾分类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关键一
环，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前置条件。舟山镇
垃圾分类工作以“端头经验”为模板，结合实
际，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成效好的

“舟山模式”。目前，全镇已有43个村开展了
垃圾精细化分类，全镇垃圾减量化已超过
50%，为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端头经验”在全镇推广
端头村的地面干干净净，却看不到家家户户门

口摆着垃圾桶的场景。该村村党支部书记俞海说，

为了便于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村里配置了“三个一”

分类基础设施：一座垃圾之家、一间资源兑换超市和

一个分拣站。

据介绍，端头村从 2017 年开始积极开展农村垃

圾分类工作实践，真正实现源头垃圾精细化分类，垃

圾减量化，成效显著。实施垃圾精货细化分类之前，

村里产生的垃圾是3天运一次，而现在每天需外运处

理的垃圾从过去的 100 公斤降至 15 公斤，24 天运一

次就可以了。村庄面貌及村民生活品质得到大幅提

升，昔日的破旧土房变成了生态小洋房，往日泥泞的

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

“可追溯垃圾袋”是怎么一回事呢？俞海介绍

道，“按照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名单，给每户村民确

定编号，在垃圾袋上用标签标注。分拣员在分拣时

便能通过编号考核每户分拣情况，以优、良、差三级

记录，反馈给村主职干部，并最终追溯到联系党员

（村民代表）进行表扬或教育，或及时上门辅导，构建

了严谨有序的监管体系。”

舟山镇镇长金华东说，垃圾分类看似是一个不

起眼的工作，却是一项地道的“技术活”，端头村作为

该项工作的“排头兵”，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该

村干部群众的干劲十足，在各类培训会上，毫不保留

地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在全镇形成‘争先恐后、

你追我赶、良性互动’的可喜局面。”

目前舟山镇已开展分拣员培训120余人次，妇女

主任培训60余人次，农户“女主人”培训180余人次，

中小学生培训100余人次。通过各种培训，让垃圾分

类观念深入人心，让村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要点。

据悉，舟山镇下一步将逐步开展入户培训，实现垃圾

分类全镇范围覆盖。

四支队伍构建全域网络
据介绍，舟山镇以“四个平台”为抓手，通过“党

建+”整合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妇联四支队伍力

量，构建“分责联户、分层包干”的垃圾分类管理全域

网络体系，以“小网格”撬动党员干部作用“大发挥”。

金华东说，舟山镇去年出台了《关于实行舟山镇

党员积分制通知》和《舟山镇关于开展“党建+垃圾分

类”活动的通知》，在党员积分制中单列“垃圾分类”

分，将党员积分与所联系户的垃圾分类工作捆绑考

核，按月评分，月月公示。用制度推动党员积极投身

垃圾分类工作，对联户精准实施“保姆式”管理，有力

保障了工作扎实开展。

该镇共有 981 名党员，按照“就亲就近就便”原

则，每员党员联系 5 户至 10户农户，通过四支队伍组

成的“网格员”，将责任细化到每家每户。

资金短缺制约分类设备更新
众所周知，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垃圾分类设施

需要更新替换，这就面临着一个资金短缺的问题。

舟山镇的大多数村经济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

几乎为零，所以各村都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金华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端头村为例，400

人配备2人分拣员，每人每月工资以2000元为标准，

该镇43个村大概需要90余名分拣员，仅工资一项支

出就需要 216 万元左右，资金缺口非常巨大。因此，

一些分类设施的更换工作未能及时到位，制约了后

续工作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如何打通分类垃圾运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是现在急需解决的首要难题。”金华东说，运输车辆

短缺，分类好的垃圾做不到分类清运，就会前功尽

弃，“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

和难题，但我们下一步将继续努力，总结出一套贴近

农村实际、符合村民习惯、易于复制推广的垃圾精细

化分类舟山模式。”

垃圾分类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村民对保护环

境都有很强的意识。舟山镇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用小木屋代替垃圾桶，让村里的环境得到了改

善，各村也从追求净化上升到追求美化。

去年，舟山镇共打造 360 个街角小品，11 个秀美
村、3个精品村、1个精品示范村。端头村的荷花簇拥
蜿蜒廊道、舟山二村的古村落建筑都成了周边市民
游玩的热门之选。各方游客的到来，既提升了舟山
镇名气，也带动了村民经济，为乡村振兴添上了浓重
的一笔。

每一个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都
是礼仪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载
体。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可以
说，在方岩镇，红色文化、庙会文化、氏族文化
等历史资源正在逐渐被重塑，成为新时代乡
村文明的核心力量。

40余支文艺队伍丰富村民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方岩镇后浅村村民胡芳萍有点

忙，作为村里的文艺团队“闹花台”的领头人，她刚刚

为团队接下了新任务，正准备着手排练。

“村里的这支文艺团队成立时间虽不长，却已远

近闻名。去年春节期间，邻村举办联欢晚会，他们成

为第一个被邀请的对象，演出也受到了大家的热烈

欢迎。”后浅村党支部书记钱永清说。

后浅村文艺团队的建设成为方岩镇构建精神

文明体系的一个缩影，如今，该镇 39 个行政村，活

跃着 40 多支文艺活动队伍。这些队伍是村里村外

的“明星”，每逢节假日，他们除参加自己村里组织

的活动外，还会积极参与各地组织的晚会、比赛等

活动。

去年，方岩镇多支文艺队伍参加各类比赛，收获

颇丰。象瑚里布龙队在全市舞龙大赛荣获金奖；象

瑚里、派溪等村组成的太极健身队获 2017 年金华市

传统武术锦标赛集体42式太极拳金奖、集体28式太

极拳银奖；各村妇女组成的旗袍秀代表队获得香港

2017 年国际旗袍秀比赛团体一等奖；上里叶村和独

松村铜管乐队分获市级比赛的二、三等奖。

在方岩镇的乡村文明建设过程中，这些文艺团

队作用日益凸显，以排练、演出为纽带，融洽的邻里

关系不断扩展，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壮大

乡村振兴的凝聚力。对此，钱永清深有感触，现在,

需要上门劝架的次数少了，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多了，

集体事业商议决策的效率高了。

文化礼堂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走进方岩镇橙麓村文化礼堂，迎面而来的是一股

清新的乡村文化气息以及深厚的历史积淀，喝上一口

值班管理员阿姨烧好的清茶，古色古香韵味十足。

橙麓村的文化礼堂建设在闰二公祠中，建设时充

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思

维，打造出具有橙麓特色的文化亮点。橙麓村民以程

姓为主，根据《程氏家谱》记载，自元至今，程姓在橙麓

生活已逾千年，给橙麓留下了宝贵的姓氏宗族文化。

橙麓村几百年来推崇“诗礼传家，书香接踵”的文化要

义，出了程文德等大儒，儒家文化氛围浓厚。

橙麓的文化礼堂展览紧紧围绕以上特色，展出

内容包括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

四个部分，文化礼堂功能包括文化讲堂、农家书屋、

文化活动、非物质实物展览展示、乐器道具储藏等。

“如橙麓村一样，方岩镇已经建成了特点非常鲜

明的6个文化礼堂，把各村的氏族文化融入现在乡村

文明建设和教育中，凝聚成新型的特色文化。”方岩

镇党委副书记徐湖兵说。

如今，方岩镇的文化礼堂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

比较有特色的乡村文明建设途径。在文化礼堂的使

用中，秉承“一堂多能、一室多用、灵活多样”的原则，

尽可能合理利用好每个活动场所、每一条文化长廊、

每一件文化设施，提高村级文化场所和设施的使用

效率，方便农民群众参加活动。

在管理上，积极培育文化骨干，加强农村文化队

伍建设，真正发挥好农民群众在文化礼堂建设和运

行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文化礼堂的利用率。另

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的长效投入机制、

管理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实行全年开放服务，配

有专职管理员 1 名，负责礼堂日常维护、管理及活动

的开展。

让传统文化散发魅力
采访中，我们发现，不管是自发的文艺团体还是

作为文化阵地的文化礼堂，都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成为繁荣基层文化、建设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

振兴乡村过程中凝聚力量的重要载体。

然而，我们同样看到，人才和资金的缺位依然明

显，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需进一步提

高。正如后浅村钱镠文化研究会负责人钱宏伟所

言，传统文化的开发，三方面因素不可或缺：转变观

念，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农

村文化氛围；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传统村落

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精神内涵；

提供政策倾斜，吸引农村精英回流，为返乡创业、就

业农民创造便利条件。

方岩镇：提升乡风文明深挖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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