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辛店街道

退休社区书记做起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员
云岗街道 党建引领“关键小事”垃圾分类你我同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平）8月15日上午，在云
岗街道云西路社区9号院“在职党员微课堂”上，回
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丰台分校
的李莹老师围绕“垃圾分类怎么分”认真细致地为
楼院的街坊邻里、分类志愿者们讲解相关知识。

据云西路社区党委书记张莉介绍，“在职党
员微课堂”是社区党委创新开办的品牌特色活
动，为在职党员融入社区、服务群众、发挥作用

搭建了平台。疫情期间，为宣传引导居民科学
防疫、安心居家，社区及时开设了“科学防控线
上微课堂”，围绕“如何做好防护”“居家健身”

“正确乘坐交通工具”等主题，共录制线上微课
堂 7 期。

此外，在垃圾分类社会动员中，云岗街道处级
领导、社区专员、党员干部按照联系社区分工，每月
2次带头到包片社区报到，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基

本常识、对错误分类和投放行为进行劝阻指导、做
好桶边环境清洁等，积极带动居民群众“垃圾分类
我们一起行动”。

下一步，云岗街道及社区各级党组织将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继续发动辖区单位、物业企业和
群团组织参与“看桶”“守桶”“护桶”，为垃圾分类工
作形成合力做示范，把垃圾分类做细做实做精，打
造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卢沟桥乡 把厨余垃圾“留”在小区

2020 年 8月 2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荣文静 校对/徐伟 社会新闻44

■ 本报地址：丰台区文体路2号
■ 总编辑：乔晓鹏

■ 邮 编：100071
■ 执行总编辑：赵智和

■ 电话（传真）：63868091
■ E-mail：tougaoftb@126.com

■ 印刷：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排版：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审校：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投诉热线：67613292（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丰台区分公司）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厨余垃
圾现在随收随投，都变成了有机肥，我
们把厨余垃圾留在了小区。”连日来，
在卢沟桥乡六里桥村莲怡园二区，刘
振勇师傅都将当天收集的厨余垃圾全
部投放到小区西侧的处理站。为了促
进生活垃圾分类减排，卢沟桥乡在六
里桥村试点建设了厨余垃圾处理站，
能够实现莲怡园二区、六里桥十号院、
北路一号院三个小区1万多户居民的
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

莲怡园二区属六里桥村回迁小
区，有8栋居民楼，住户1453户、5000
余人。自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小区第
一时间翻建了9个投放点，分别配备4
色标识垃圾桶和分拣桶，安排了10名
专职垃圾分拣引导员，并制定“桶长责
任制”，明确垃圾桶检查、分拣的责任。

随着居民分类意识的提高，大量
的厨余垃圾被单独投放，随着天气渐
热，厨余垃圾污染明显，味道重、易滋
生蚊虫，影响了桶站周边的环境。为
了破解这个难题，社区引入了厨余垃
圾处理站。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厨余垃圾

处理站是由原小区垃圾站翻建而成，
占地约 100 平方米，一层安装了整套
厨余垃圾处理设备，二层暂时用于垃
圾分拣和卫生清洁工具的存放。“每次
投放厨余垃圾大概 500 公斤左右，能
产出有机肥料约 70 公斤。”物业公司
副经理张亮告诉记者，厨余垃圾处理
设备采用半自动化处理，手动操控垃
圾投放，随后自动降盐脱脂分离出油
脂，筛拣出大骨头、塑料袋等其他垃
圾。剩余的厨余垃圾将经过固液分
离、干燥脱水、杀菌祛臭等步骤最终转
化为棕黄色锯末状的有机肥料。

“现在是在试运行，产生的有机肥
料是由资源回收公司每半个月上门回
收一次，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
增加一台处理能力更大的厨余垃圾处
理设备，并对处理后的有机肥进行盐
标检测，计划将达标的厨余垃圾有机
肥用于小区及周边绿地的养护，彻底
实现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无害化、零
排放，在厨余垃圾产生的第一环节直
接完成‘变废为宝’，降低资源循环利
用的成本。”张亮介绍说，“经过处理的
厨余垃圾不仅无污染、没异味，而且体

积还减少了八成多，更便于存放。”
此外，莲怡园二区还在小区外东

侧小院建起了其他垃圾中转站，占地
150 平方米的大棚能同时容纳 100 多
个标准垃圾桶，为周边 5 个小区服
务。小巧的垃圾转运车每天负责把
小区内的垃圾桶运到中转站，再把清
洗干净的垃圾桶送回原地，而现场的

工作人员则集中进行分拣垃圾、清洗
垃圾桶，环卫车也直接到中转站来清
运垃圾，既杜绝了环卫车进小区造成
的扰民现象，也减少了小区内垃圾堆
放，提升了居住和生活环境。目前，
莲怡园二区每日产生的垃圾已减量
三 成 ，生 活 垃 圾 就 地 资 源 化 率 近
30%。

厨余垃圾经过设备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厨余垃圾经过设备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刘平刘平//摄摄

东铁匠营街道门禁系统巧解防控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成）“各位领导
和社区同仁大家好！朱南社区周健完成
了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各项工作任务，要进
入真正的退休生活了，在此感谢大家多年
来对朱南社区和我本人的支持、帮助，我
将在志愿服务岗位上参与社区建设，与
大家共建美丽家园！”日前，长辛店街道
朱南社区党委书记周健完成了自己最后
一个工作日的工作。近日，刚退休的她
又主动当起了朱南社区的垃圾分类宣传
指导员，在社区的垃圾分类投放桶站为
居民宣传指导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本来退休后打算先休息调整一段
时间，但一想到现在正是推动垃圾分类
新规落实、督促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的关键时期，自己就还是闲不下来。”周
健说道。2003 年，周健进入社区工作，
出于对其工作的认可，2019年长辛店街
道返聘了已达退休年龄的周健。17 年
的社区工作经验，心系社区建设和居民

生活已经成了周健的生活习惯。
几乎每一天，周健都要来到朱家

坟四里的垃圾分类桶站，指导居民进
行分类投放。遇到居民分类不正确，
她就戴上手套帮居民进行分拣，遇到
居民不知道如何投放，她就现场进行
示范。“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
天到桶站值守一小时。”周健说道。

除了自己每天到桶站值守外，作为
朱家坟四里第四党支部书记，周健还动
员居民党员参与垃圾分类值守，组织党
员报名到小区内撤桶并站前的垃圾投放
地点值班，引导居民到正确地点投放。

在周健的努力下，社区居民的垃圾
分类投放越来越规范。“街道对垃圾分类
新规的大力宣传引导带动了很多居民，
能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居民每一
天都在增多。”周健表示，自己会坚持值
守，直到小区居民都能够养成自觉进行
垃圾分类投放的良好生活习惯。

本报讯（通讯员 魏艳华）“书刊杂志属于哪类
垃圾？”“烟蒂要放在哪个垃圾桶内？”“我知道，书刊
杂志能卖钱，是可回收垃圾。”近日，和义街道东三
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环保科普活
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身着由泡沫板制成的四色
垃圾桶，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折页，并进行垃
圾分类科普。居民在工作人员形象的讲解和通俗
易懂的顺口溜中，加深了对垃圾分类的认识。

科普活动结束后，垃圾分类飞行棋吸引了现场
小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小朋友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掷骰子、跳飞行棋、回答垃圾分类知识问答。为了

提高答题环节正确率，不让自己辛苦积攒的步数因
答题失误而折返，小朋友一个个竖起耳朵认真听取
题面，并对照宣传折页上的垃圾分类标准，踊跃答
题。参与飞行棋活动的小朋友每人还获得一次手
工制作多彩帽子的机会。在工作人员和家长的帮
助下，戴上帽子的小朋友瞬间化身为“环保小卫
士”，在广场上帮着宣传起来。

据了解，自 5 月 1 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以来，和义街道以“‘和’我‘义’起 垃圾分
类”为主题，各社区陆续开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百余场，通过组织党员居民签订承诺书、开展桶
边值守志愿服务、每周举办一场形式多样的主题宣
传等一系列活动，为辖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践行
新时尚营造了良好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妍）智能门禁系统、人脸
识别技术已经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的主要

“技防”手段。这一防控“神器”装在哪儿、怎么
用？东铁匠营街道因地制宜、开阔思路，“玩转”
门禁系统，实现了管理效果最大化。

东铁匠营街道地跨西南三环南北两侧，辖
区内既有管理完善、设施良好的新建住宅，又分
布着平房院落、老旧小区和“三无”小区。街道
防控组负责人、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岩介绍：

“疫情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线任务繁重、人
员力量不足，同时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平房区、
独栋楼普遍存在防控难、管理难的问题。因此
我们将这类薄弱点位作为‘最高优先级’上马首
批门禁系统，设计了若干安装方案，解决了一批
疑难杂症。”

两区交界 独栋防控最优解
“刷脸秒开，不用按键也不用刷卡，我们老

年人用着非常方便！”“人脸识别功能十分灵敏，
外人根本进不来，现在住着特有安全感。”“新装
的单元门是定制的，特别宽，轮椅出入不费劲！”

家住定安西里9号楼的居民们对刚刚“上岗”一
个月的智能门禁系统赞不绝口。

这座有六个单元的独栋楼，位于木樨园第
二社区与东城区交界处，没有围墙院落，也没有
单独封闭的条件。提起疫情期间封闭管理的种
种困难，木樨园第二社区工作人员记忆犹新：

“这栋楼和东城区的居民只能共用一个卡口，我
们需要派出干部参与值守，人员成本高且不说，
对于本楼居民的管理也无法精确到人。”而现
在，每个单元门都装上了智能门禁，所有问题都
迎刃而解。“住户需要验证后才能进入，相当于
每个单元门口都站了一位24小时保安。居民踏
实，我们也放心了。”

三无楼院 居民有了定心丸
顺五条45号楼是独院独栋住宅，也是让社

区操碎了心的“三无”小区。疫情期间，为了全
楼58户居民的安全，横七条路第二社区投入了
大量精力，每天有8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晚上
还要加派一名保安值班到晚上11点。为确保安
全，楼内住户经过商议，决定晚上11点后就把大

门锁了，有晚归的只能打电话找保管钥匙的居
民志愿者来开，特别不方便。

现在，一座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崭新的铁
艺门立了起来。“可别小看这道门！”居民志愿者
赵大姐一连数出三条优点：“首先是经济实惠，
一道门守住了全楼 4 个单元 58 户居民，这个投
入，值！第二是安全方便，外人进不来，自己人
甭管多晚都能随时进。第三是考虑周到，厂家
定制了3米的宽度，垃圾清运车能顺畅地开进院
里来。有了这个，真是为社区减了负，给居民吃
了定心丸。以后值守岗亭就可以正式退役了！”

精细治理 打通区域微循环
蒲黄榆第三社区辖内有平房区12000 余平

方米，居民385户。这片区域小胡同四通八达，
大杂院多户聚居，住户流动性大，管理起来相当
有难度。疫情期间，由于各条胡同直接向道路
开放，如果一条胡同口设一个卡点，根本没有足
够的人力值守。无奈之下，社区不得不采取大
面积封闭的办法，整个社区只设置四个卡点，将
蒲黄榆二巷、四巷、五巷等城市支路一并圈入。

“虽然提高了安全性，但却是以封堵城市支
路、牺牲通达性、便利性为代价的，非本辖区的
机动车需要绕行，卡口值守人员的压力也非常
大。应急响应级别调至三级后，这种方式显然
不再适用。”社区书记崔海燕介绍说。考虑到区
域特殊性，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经过反复论证，
结合防控要求，决定在“精细化”上下功夫，安装
了22个门禁系统，将各条小胡同变成了一个个
安全独立的小单元。如此一来，城市支路得以
放开，重新打通区域“微循环”，居民的生活秩
序逐步恢复正常。

化零为整 院落自治再升级
紧邻南三环的西木樨园平房区情况又有不

同，这里虽然面积较大，但内部没有城市支路，
只有一条宽3.5 米的内部路，其他全是小胡同。
疫情防控最吃紧的阶段，木樨园第一社区发动
平房区居民参与“院落自治”，进行封闭管理，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街坊们都对这种“大家庭”式
的管理方法十分认同。

本着经济、有效、便利的原则，社区采取“化

零为整”的策略，撤除区域内四个楼房院的卡
口，打通区域内部道路，将其纳入统一管理。在
疫情期间封闭方案的基础上，为这片平房区设
计了四个出入口：南侧两个门禁既有行人入口，
又有车辆抬杆，便于吸污车、消防车和居民机动
车进入；北侧和东侧各有一个小型门禁，便于居
民通行。木樨园第一社区书记鲁飞感叹：“四个

‘铁将军’守门，就把面积11万平方米、有1200余
户居民的大型平房、楼房混合区域纳入了安全
圈，这种管理方式让居民们有了家的安全感、归
属感，更提升了共治共享的责任感。”

一套门禁系统，多种解题思路。东铁匠营
街道从辖区实际出发，筛选防控薄弱点位，定
制个性化安装方案，实现门禁系统精准布防。
目前，已为平房区安装刷卡式门禁 109 个，为
独栋楼和“三无”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 43
个，既强化了重点区域常态化防控力度，又提
升了居民日常生活安全感满意度，在秋冬季节
到来前先期做好布局，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
控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改造健身广场、维护小花园、清理
卫生死角……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飞腾家园小区曾因环境
问题让小区居民头疼不已。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让周
末大扫除制度化、常态化，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改善小区环
境，用“环境指数”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经过街道、社区以
及物业综合治理，“落后小区”摇身一变，正在成为干净整洁、
温馨和谐的家园。

走进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飞腾家园小区，占地面积320
平方米的健身广场格外抢眼，粉刷一新的围栏镶嵌着南苑
LOGO、透水砖铺设的地面平坦又干净、11个健身设施全新

“上岗”，眼瞅着家门口健身广场“换装”，锻炼不再发愁，居民
们幸福满满。

“这个健身广场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年久失修、

缺少维护，最终导致健身设施无法使用。从砖缝中钻出的
杂草一茬接一茬，把健身器材包裹得严严实实，冬季存在防
火安全隐患，夏季成为蚊虫滋生地，让小区居民备受烦恼。”
据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党委书记孟丽涛介绍，社区以居民
的需求为出发点，在街道的支持下，对健身广场进行了综合
改造，针对健身广场距离居民楼位置较近，使用群体以老年
人和儿童为主等因素，优先考虑选择安装噪音较小、易于操
作、安全系数高的健身设施。此外，为保证改造质量和施工
进程，社区干部巡查监督，紧盯施工细节，并于近期验收后
投入使用。

“健身广场‘重生’，闹心变舒心啊！健身广场改造后，比
原来干净了，居民又可以在家门口锻炼身体了，而且还增加
了健身设施。”一位小区居民高兴地说道。

让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飞腾家园小区居民舒展愁眉
的不仅有改造一新的健身广场，还有“换装出场”的社区小
花园。曾经的成片杂草、堆物堆料、垃圾死角不见了踪影，
被修剪整齐的绿植、干净的甬道取而代之，随着环境的改
善，还让原先小花园里的几处休憩座椅又重新迎来了“客
人”，成为小区居民纳凉休闲的好去处。下一步，社区还将
利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用于小区绿化，营造社区居民绿
意生活。

不仅如此，社区在环境整治中并没有满足于“一清了
之”，而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从解决问题入手，紧密结合环
境整治、拆违腾退等，计划利用治理腾退出来的空间，安装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缓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减少安全隐患，
方便社区居民，让居民在环境治理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林瑶 通讯员 蔡旖旎）“咱们新成立的物管
会真是雷厉风行，老旧小区就得干点实事才暖人心！”在小区
生活了近30年的刘淑荣阿姨说道。

近日，丰台街道北大地西区社区召开了小区物业管理委
员会成立大会。街道包片科室、盛兴物业、天岳恒物业、北控
物业、房地集团一公司等物业公司、停车公司、各产权单位及
社区党员、居民代表等共计50余人参会。物管会的组建由社
区两委推荐和居民自荐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物管员委员候
选人业主、党员比例双过半。

“今天参与物管会的成立感觉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社区的
一件大事，我们是老旧小区，去年居民选出的盛兴物业进驻已
经有大半年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物业给我们小区带来的变
化、为我们办了很多实事，物管会的成立可以让我们今后更好

地监督物业，让居民得到更多方便。”家住北大地社区的居民
李雪玲说道。

北大地西区社区通过四个到位——党建引领组织到位、
宣传引导动员到位、依法依规工作到位、党的工作覆盖到位，
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圆满完成物管会组建成立工
作。“北大地西区社区物管会的成立，使小区自治管理向着规
范和成熟迈出了一步，广大业主有了更有效的发声渠道，下一
步物管会将起到更好的桥梁作用，把小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丰台街道物业管理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李昭萱说道。

北大地西区物管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垃圾分
类，自从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和居民都遇到了“小难
关”，物管会立即召开讨论会集思广益，讨论会研究决定两大
举措并落实到位，一是守桶有责，点亮志愿岗。物管会成员同
时也是支部书记的孙立民和张颖春，分别召集一、三里党员、
志愿者，成立了垃圾分类劝导队，制定排班表，盯桶没商量。
二是挖掘问题，频出小妙招。厨余垃圾破袋投放是个棘手活，
原有硬件不好使，两只手又不够用。物业根据物管会和社区
思路着手实施，很快一个个小挂钩出现在了厨余绿桶旁，把手
挂在钩上，就解放了双手，投放厨余不费力了。

自《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丰台街道充分
结合地区实际，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积极推进物管会
组建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下一步，丰台街道将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物管会法定职能，围绕居民反映突出的
问题，在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引入物业公司管理等方面充分发
挥物管会作用，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辖区内其他小区
的业委会、物管会组建工作也会同步推进。

暖心物管会落地丰台北大地西区社区 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用“环境指数”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李爽）“玉米棒，应
该是厨余垃圾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厨
房中产生的都应该是厨余垃圾，实际上
玉米棒很难降解，所以应该属于其他垃
圾。”近日，在西罗园街道鑫福里社区的
垃圾分类活动中，志愿者勾会清正在为
居民讲解家庭中常见的垃圾如何分类。

勾会清居住的鑫福里小区共有居
民楼 15 栋，1192 户。生活垃圾分类实
施以来，勾会清召集小区里的党员、
居民代表，自发组织起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今年 66 岁的勾会清是一名资
深的环保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十多
年。“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之前参与的
志愿服务活动都暂停了。志愿服务
在哪儿都可以做，春节后我就参加了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5 月起垃圾分类
正式实施，我想利用自己之前从事环
保志愿服务的经验，给居民普及一下
分类知识。”

想法有了，接着就是召集志愿者。
勾会清联系了同楼的党员和居民代表，

“大家都很支持我，楼里的 7 个人全部
都加入进来。”志愿者用闲置的快递箱
制作了灰、蓝、绿、红4 个小箱子，分别
代表四种分类垃圾桶，又动手制作了卡
片，上面标注了常见的垃圾名称。

7月24日起，勾会清组织其他7名
志愿者率先参与到楼下垃圾桶站值
守，每天 7:00-9:00、18:00-20:00，志愿
者都在桶站边指导居民进行分类。“垃
圾分类是全民行动，不是一个人或少
数人的工作。先从我们自己的楼门做
起，逐渐影响带动其他楼门，让大家都
养成分类的习惯。”勾会清说道。在桶
站值守期间，勾会清又吸纳了 5 名志
愿者加入垃圾分类引导志愿服务中，

“对于新加入的志愿者，我们采用老带
新的方式，先熟悉桶站值守的任务，然
后再分到小区其他桶站值守。希望通
过这种影响带动，能有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加入到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中，
从而让整个小区的居民都能主动做到
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小分队吹响垃圾分类“集结号”

西罗园街道

和义街道 “环保小卫士”参与垃圾分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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