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日下午，经济开发区的“创文”攻坚行动专班再次
出动，兵分多路，开展省示范文明城市创建“每周一攻坚”
行动。

自省示范文明城市战鼓擂响以来，开发区围绕“以创促
保、重在实效、对标达标、稳步推进”的工作思想，自上而下、
全员出动、全民参与，以不达目标不收兵的饱满状态，掀起
了一轮又一轮的创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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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短曝丑戳痛处 全面整治敢亮剑

开发区发力“创文”攻坚不停歇

优雅城市 大美永康
文明创建进行时文明创建进行时

垃圾分类有多难，
养成习惯后不分都难

看兰街村人
的“随手分”

省示范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
双管齐下，坚持“硬实力”和“软实
力”双提升。

连日来，针对开发区在环境综
合 整 治 中 容 易 反 弹 的 老 大 难 问
题，开发区各村、各企业、各相关
部门单位都在积极行动，从清理
卫生死角、补植受损绿地、靓化道
路景观、规范整治广告牌、综合市
场提档升级等“面子”工程入手，
全面提升开发区颜值。

19 日 晚 ，开 发 区“ 一 旬 一 会
战”正式启动，首站来到长城村。
开发区中队、开发区管委会第一
值班组、创建办工作人员、西责任
区联村干部与长城村村两委兵分
多路，整治门前六包不到位、非法

小广告张贴、出店经营等乱象，着
力改善环境面貌。

21日，开发区班子领导集体走
上街头，开展再补短板、再抓整治、
再造声势的“三再”行动：在铜陵西
路、开发区中心幼儿园门口，开发
区人大工委主任黄高升带领建设
办相关工作人员就公共区域停车
位划设、道路硬化等工作现场进行
部署安排；在峰尚筑品小区，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李维彪督查指导

“创文”相关工作有序推进。
22 日，开发区管委会结合“创

文”工作实际，组织机关干部、行政
执法、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社区
工作人员和各村村干部，并出动了
环境清理工作人员20多名，动用拖

拉机、氧气割等设备，前往东港路、
金山东路、唐山路、五中南路、梅城
路、长城南路、金山公寓等路段区
块集中清理整治。

与此同时，开发区妇联也在不
断创新形式，充分发挥“和事嫂”
调解团、90 后爱心义剪团等民间
力量，和风细雨化解矛盾，暖心服
务 迎 重 阳 ，培 育 文 明 风 尚 ，夯 实

“里子”内涵。
胡文建表示，“创文”工作任

重而道远，开发区将以更高的标
准、更新的举措、更实的作风，加
大宣传、全面提升、建立机制、部
门 协 作、强 化 督 查 ，继 续 为 向 深
向 优 推 进“ 创 文 ”工 作 贡 献 开 发
区力量。

开发区作为我市工业经济主
战场，除了有 2000 多家工业企业
入驻，还集聚了 5000 多家各类经
营主体，全区实际居住人口已超
过 22 万人。开发区厂多、店多、人
多等现状，无疑也给“创文”工作
带来不小的挑战。

针对开发区前期开展“创文”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短板，开发
区马不停蹄，在 17 日下午，组织全
体班子成员、全体干部职工、各相
关创建单位以及各村村干部再一
次召开动员大会，再一次重敲“创
文”的战鼓。

当日动员会现场播放的一个视
频，视频一个个卫生死角、乱堆乱
放、出店经营等揭短曝丑的画面直

戳痛处，让现场不少村干部红了脸。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发区中

队、苏溪村、长城村、荆山夏村等，
结合各自开展“创文”工作过程中
遇到外来人口多难管理、建筑工
地多扬尘难根治、老村危旧房多
基础差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表示
尽管工作任务艰巨，但一定努力
克服困难，对标对表、落实整改，
加大宣传，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带
头干的示范作用，积极发动“众人
拾柴火焰高”的群众力量，全力以
赴打好“创文”攻坚战。

“‘创文’是一项需要内外兼
修的系统民生工程，除了需要广
泛发动群众、全民参与，更需要创
新方法、落实长效机制。”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文建
说。他提出了“即交即办、强化督
查、定期例会、奖优罚劣”的十六
字工作方针，要求与会人员对“创
文”工作坚持做到事不过夜，发现
问题立即整改；班子领导绷紧“督
促弦”，加强巡查到村到网格；定
期召开“创文”工作现场会，聚智
整改促落实；形成奖优罚劣的工
作导向，营造比学赶超好氛围。

胡文建表示，开发区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要
求各村坚持“干中选，选中干”，将

“创文”工作与换届工作相结合，
走好群众路线，打好宣传战、攻坚
战、持久战，做到“一事一落实”

“一日一落实”“一人一落实”。

□记者 徐敏 通讯员 胡笑盈

重锤响鼓再部署 揭短曝丑戳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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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创文””进行时进行时

□记者 徐敏

本报讯 提起经济开发区的垃圾分类工
作特色，就不得不说一说兰街村的“一联四
定”工作法。该村依托网格党建，通过 50 名
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护村队、村妇联成员组
成的红色网格铁军，按照就亲就近就便的原
则负责联系到户，责任到人，开展“一联四定”
垃圾分类工作。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在坚持。记者走进
兰街村发现，自 2017 年推行垃圾分类以来，
该村在网格员联系机制下定时定点定类定岗
的垃圾分类法变成了“铁规”，并得到不断升
级，实现了“人管＋技管”全覆盖，新老兰街人
在垃圾“随手分”的道路上做得越来越得心应
手，还涌现出不少垃圾分类的能手。

21 日晚上，兰街村民林丽英吃完饭后，
就开始“与垃圾为伍”。她来到客厅，将老公
和女儿刚吃完橘子放在茶几托盘上的橘子皮
拿到了厨房，丢进了厨余垃圾桶；把纸巾类垃
圾与卫生间的垃圾放置一起，然后提着两个
垃圾桶和一只垃圾袋来村里的“第六空间”，
一一将垃圾倒进相应的分类垃圾桶内。

自兰街村推行垃圾分类开始，林丽英一
家就非常支持，全家人都很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成了该村垃圾分类的先进标兵。

“我们现在在家里垃圾分类形成习惯
后，到亲友家做客，看到他们垃圾分类不到
位，我们都会觉得难受，像有强迫症一样。”林
丽英笑呵呵地说。

就在国庆节期间，林丽英一家三口到亲
戚家做客，看到亲戚家的厨房虽然放着分类
垃圾桶，但厨余垃圾里面依旧混着塑料袋等
垃圾，就直接上手，将亲戚家的垃圾进行了二
次分类。

林丽英一边分拣，一边还为亲戚上起了
垃圾分类知识课。在她看来，既然垃圾分类
了，就要分得精细，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以厨余垃圾为例，只要厨余垃圾里混进一点
塑料袋等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回收价值就
变成了零，垃圾分类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垃圾分类做得井井有
条，林丽英一家在使用公筷公勺上也先人一
步。从去年开始，林丽英每次在家里用餐，都
会在餐桌上摆放一双公筷公勺，她的老公和
女儿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但很快都习惯了。

“使用公筷公勺既是用餐文明的体现，更是守
护健康的关口，想通了这一点，也就自觉了。”
林丽英说。

在兰街村，不仅本地村民垃圾分类熟门
熟路，不少租住在该村的新兰街人也很得心
应手。

今年 4 月，老家在安徽六安的刘玉花搬
到兰街村租住。她刚搬到村里，就有网格员
找上门，指导其做好垃圾分类。

“刚得知要垃圾分类，还要定时投放垃
圾的要求时，真的有点不习惯。但这是村里
的规定，我们也应当遵守。”刘玉花说。特别
是在了解兰街村垃圾分类带来村庄环境蜕变
后，她更加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了。

为了做好垃圾分类，平时很爱干净的刘
玉花还与老公、儿子制定了家规，只要谁垃圾
乱放被发现就要罚做家务活。“没想到这招很
奏效，尤其是4岁的儿子，还用自己在幼儿园
学到的垃圾分类知识时不时地‘教’他爸爸
哩。”刘玉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