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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即产即清生活垃圾即产即清，，生活污水全部生活污水全部““集结集结”，”，村庄道路四通八达村庄道路四通八达，，街角小品遍地开花⋯⋯不知不街角小品遍地开花⋯⋯不知不
觉间觉间，，这样这样““看得见山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多了的美丽乡村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多了，，美美
丽乡村释放出的美丽经济也越来越明显丽乡村释放出的美丽经济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美丽乡村的底色作为美丽乡村的底色，，洁净自是不可或缺洁净自是不可或缺。。农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减量化农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减量化、、资源化资源化、、无害化分无害化分
类处理成了不二选择类处理成了不二选择。。随着农村垃圾分类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随着农村垃圾分类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经济开发区拉高标杆经济开发区拉高标杆、、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多措并举,,为实现乡村振兴为实现乡村振兴，，打造产城融合先行区勠力前行打造产城融合先行区勠力前行。。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发区党

工委狠下决心，在 9 月初专门召开党工委会议进行专

题研究，决定在 9 月至 11 月，集中开展“垃圾分类百日

攻坚战”专项整治行动，再发动一次，再部署一次，发动

全区干部群众，努力实现全民分类和全域分类”

去年，开发区在垃圾分类上创建了“一联四定”的

“兰街模式”，即党员代表联系到户，并主抓“定点收集、

定时投放、定人分拣、定向回收”的“四定”工作，在实际

运行中效果良好，也获得了上级和群众的肯定和好评。

垃圾分类工作不仅是面子工程，更是里子工程，如

何让垃圾分类的“兰街模式”盆景，变成全开发区的风

景，开发区进行了新的探索。

吴鹏介绍，开发区下一阶段将在深化推行“兰街模

式”的基础上，完善“网格党建+垃圾分类”的工作模

式，党员、代表同质化管理，实行“党员代表+农户”网

格化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党员代表联系户、户主垃圾分

类承诺制和房东负责制，以党员代表值班检查制和党

员代表联系户制相结合督促检查各户开展分类，用评

比制度和村规民约来规范激励村民强化分类意识，提

高垃圾分类正确率。

“去年，开发区就实施了垃圾分类评优奖励政策，

优秀等次的村奖励 100 元/人，良好等次的村奖励 50

元/人，这种争先争优的奖励模式起到了较好的激励作

用，今年将继续推行。”吴鹏说，除此之外，开发区将推

行“三联”制度，即实行“领导联系重点村、党员干部联

系投放点、党员代表联系农户”，通过“三联”制度，将垃

圾分类的压力和动力层层传递，全面推进农村垃圾分

类工作的开展。

同时，开发区将继续在保障区、村、保洁公司等三

支垃圾分类管理队伍，以及分类点、中转站、清运车、餐

厨垃圾处理站等四类垃圾分类处理设备设施高

效运转上下功夫。“今年，开发区还将建设一

座日处理 10 吨的机械制肥中心站，进一步

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吴鹏说。

此外，开发区将结合浦江经验，推行

“周一巡查日”垃圾分类监管制度，将每

周一确定为开发区的“垃圾分类巡查

日”，由联村干部、各村书记和主任牵头

组织巡查人员，于周一上午 7：00-9：00

在村内开展巡查工作并建立工作台账，重

点村则由分管领导带队。对不按规定分类、

分类质量不高的现象，及时进行纠正，纳入考核，

并与区、村两级值班人员不定期环境卫生抽查工作和

“美丽新农村”建设形成有效互补，逐步促使垃圾分类

理念走进村民和外来人员心里，切实提高垃圾分类工

作的覆盖率、分类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垃圾分类做得好，绿水青山渐入村；垃圾分类做

得好，回收利用变成宝。农村垃圾分类，变的不只是村

庄环境，还有发展契机，美丽乡村将会带来美丽经济，

实现‘完美跳跃’。这已经在兰街村得到了较好实践。”

吴鹏表示，开发区将继续上下一心，创新思路，对标作

战，狠抓落实，勠力前行，坚决将这项工作做到实处，做

出实质性成效，做出老百姓满意，为助推美丽园区建设

和美丽永康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拉高标杆 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

垃圾分类，开发区勠力前行在路上

“垃圾分类看起来事小，却关乎千家万户，关乎千
年习惯，垃圾分类治理最大的难点在坚持。”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文建表示，近年来开发区在垃
圾分类工作上虽取得一定成效，也创出了“一联四定”
的垃圾分类“兰街模式”，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
在部分群众垃圾分类意识不强、户内分类和二次分拣
质量不高以及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与其他镇街区相比，开发区还面临着人多难分、量
多难分的严峻考验。

开发区本地人口有2.8万，实际在园区居住的外来
人口超过 20 万，人员混杂，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
这给垃圾分类工作带来一定的复杂性，要做好源头分
类存在一定难度。“一般的农村主要是农民，但在开发
区的各个农村既有本地村民，也有外来人口，且不少村
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好几倍。垃圾分类主体的不
同，这也就意味着工作方法也得相应改变。”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吴鹏说。

吴鹏坦言，在日常工作开展中，大多数群众特别是
外来员工对垃圾分类的自我保洁和参与意识还比较薄
弱，对垃圾分类工作不理解、不支持，长效机制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或者是难以全面覆盖，从而使农村垃圾分
类效果大打折扣。

记者了解到，为全域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发区实
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已
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近12000份，开展学生、入党积
极分子、妇女代表、社区矫正人员、企业工会代表等各
行各业垃圾分类集中活动 10 多次。但还是由于外来
人口较多，流动性强等问题，导致农村垃圾分类所起到
的宣传效果未达预期。

正因为外来人口基数庞大，导致开发区每日产生

的垃圾体量也大。其中，黄城里村、长城
村、夏溪村、曹园村、大坟山沿村的日产
垃圾就达 10 吨以上。这不仅在垃圾二
次分拣工作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实
际上也对设备终端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大大降低了开发区垃圾分类的
效率。

19 日上午，在杜山头村综合市场边上的
垃圾分类点，记者看到一名垃圾分拣员正在对可
腐烂垃圾进行二次分拣。“这些垃圾主要是村里菜市
场的蔬菜垃圾，还有一些是村民分类好的厨余垃圾也
会送到这里进行二次分拣，再运往附近九鼎路上的垃
圾资源利用站进行回收处理。”杜山头村党支部书记周
红权说。

周红权表示，该村有村民 900 多人，但外来人员就
有 3000多人，加上村里的综合市场、木材市场繁荣，人
多量多、意识不强的问题成了制约垃圾分类工作全域
化开展的最大瓶颈，目前只能循序渐进，从可腐烂
垃圾体量最大的菜市场着手，进行垃圾分类。

事实上，自开展垃圾分类以来，开发区
已投入400万元，分别在郑村、九鼎路、铁
岭路建设了四座垃圾资源利用站，以促
进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去年，开发区累计处理可腐烂垃圾 120
吨，产出有机肥6吨。

“垃圾资源利用站对垃圾分类要求
很高，一旦存在源头分类或二次分拣不彻
底等问题，导致厨余垃圾里掺入不可回收垃
圾，就会影响到处理的效果，严重的甚至还会
影响利用站的正常运转。”吴鹏介绍。

垃圾分类两道坎——人多量多意识不强

垃圾分类新探索——软硬兼施强化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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