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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坪镇村社垃圾分类这条线

上，“新安玫瑰”扮演着垃圾分类督导

员、宣传员、志愿者的角色，她们冬寒抱

冰，夏热握火，始终坚持岗位，已经成为

辅助村社垃圾分类的坚实巾帼力量。

唐彩艳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她也是威坪镇桐溪村的妇女委员。

年近五十的她，头上已有丝丝白发，

但她宣讲分类知识时的“眉飞色舞侃

侃而谈”，清洁乡村志愿服务时的“时

不我待舍我其谁”，热情丝毫不输年

轻人。

“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是她的工

作准则，她坚信，只有自己做好了，才

能带动大家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列

中来。她不仅自身做好分类投放，还

积极传递“零废弃”理念，举办各式各

样的趣味分类活动，如教学分类广场

舞、举办分类知识竞赛、开展旧物改

造活动等，将改造的塑料花洒、花盆

等物品送给村民。

在疫情严重村民居家不敢外出

的时候，唐彩艳也没有停下脚步，独

自一人清理脏乱的村道，逐门逐户告

知村民如何归置使用过的口罩及各

类药品，同时提醒居家更要注意分

类，消毒扎好口子等待上门收取。

“彩艳啊，你别看她穿得整齐亮

堂漂漂亮亮的，那真是一点都不怕脏

不怕累，不管什么垃圾，伸手就去

捡。她还经常跟我们老人家聊天，帮

我们打扫庭院，教我们怎么分类，还

发动我们老人家参与志愿清洁活动，

让我们一起活动活动筋骨哩！”桐溪

村一村民比着大拇指夸道。

“新安玫瑰”用面对面讲，手把手

教的“笨办法”直观地将分类知识传

递给村民，对辖区群众、沿街商铺等

进行了“零距离”入户走访，搭起了全

民推进垃圾分类的连心桥。她们不

断创新活动载体，举办各种垃圾分类

活动，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知晓率、支

持率和参与率。

她们平均年龄达到五六十，但践

行环保理念的心依旧火热，持续扩充

着垃圾分类志愿队伍，“哪怕满头银

发，哪怕是脊背佝偻，我们也要将绿

色环保理念、垃圾分类习惯传承下

去，建设好我们的家园。”这是她们的

有力宣誓。

2022年来，“新安玫瑰”已开展垃

圾分类宣传活动30余次，开展清洁

乡村志愿服务40余次，可以说她们

撑起来村社垃圾分类的“半边天”，她

们从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从一个家

庭，带动千百个家庭，她们集合微小

力量，着力推进全民垃圾分类新风尚

的形成，创造人人参与环保、人人垃

圾分类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汪和亮 王玉芸）

“芝山女管事服务队”是里商乡

的一支巾帼队伍。入户宣传、环境

整治、积分兑换……她们在垃圾分

类工作中展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书写着“文茗里商”的洁美篇章。

她们的督导，是百姓分类的“教

科书”。每周，各村的女管事们都会

抽出一个早晨的时间，组成“女子巡

逻队”，全面检查农户家门口的垃圾

桶，对他们的分类情况进行监督、指

导。不论严寒还是酷暑，这项工作

早已成为她们雷打不动的习惯。每

回下村督导的时间不长，也许只能

解答几个疑惑、解决一些难题，但日

积月累，带来的是垃圾分类大进步，

人居环境大提升。

她们的服务，是百姓分类的“强

心剂”。自2022年7月以来，“清桶

行动”在全乡各村如火如荼地开展

起来。各村根据要求，按期清洗集

中点大桶及农户家小桶。面对空巢

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里阳村的妇

联主席徐云凤有了自己的小巧思：

为什么不利用“芝山女管事服务队”

的“她力量”，来帮助村民们清桶

呢？于是，她率先开始帮助村民清

洗户桶，接着又同保洁员一起清洗

大桶。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女管

事”加入了队伍。随着“清桶帮帮

团”的队伍愈发壮大，“清桶行动”逐

渐成为了里商乡的“新时尚”。

她们的热情，是百姓分类的“动

力源”。“芝山女管事服务队”的每一

员都充满着分类活力与工作激情。

“分类宣传入农户”是她们的“必修

课”。随着疫情防控优化调整措施的

实施，村里生活垃圾的保洁员、收集

员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成为了“弱

势群体”。“女管事”们再次全员上岗，

主动分发倡议书，倡导“人人都是保

洁员的防疫责任人”，指导村民将垃

圾包扎好、消毒好再分类投放。

作为家庭、村社两级生活垃圾

分类的作用发挥者与重要推动者，

女管事们无一不活跃在分类宣传的

大舞台，奔波在宣教指导的第一线，

忙碌在志愿服务的最前沿，用实际

行动真正撑起里商乡垃圾分类的半

边天。 （通讯员 方怡）

大墅镇：

墅上青年
讲好分类故事

2022年以来，大墅镇树立生态、

绿色、循环、可持续意识，创新方式，

多措并举，坚决打好垃圾分类攻坚

战。

开展立体宣传，扩大宣传效

应。借助“墅上青年说”宣讲团，深

入各村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讲，全

方位、多角度讲述农村垃圾分类知

识。截至目前，宣讲次数已达 48

场。通过张贴彩绘、展板等方式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将有机资源处理

站打造成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吸引

辖区学生参观学习，做好“小手拉大

手”宣传教育。

用好有机垃圾，实现生态循

环。更新硬件设施，引进最新有机

垃圾处理设备。大墅镇有机资源处

理化站站点设计和功能规划合理清

晰，设置分拣清洗区、生产区、肥料

间以及有机肥示范种植区。由北京

中源创能公司专业团队运维，工作

人员持证上岗，台账记录清晰。截

至目前，该站点已产出有机肥达30

余吨。将有机肥免费供应给大墅镇

艾草、菊花、高山蔬菜等农业产业，

垃圾终端产物还田使用，真正实现

了有机垃圾的生态循环。

坚持多元联动，提升分类实

效。根据13个行政村、恒邦物业公

司提供有效线索，大墅镇垃圾分类

办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大墅中队每

周至少联合执法一次，提升集镇垃

圾分类水平。发动全镇督导员相互

“找茬”发现问题，在垃圾分类办“挂

号”，并在“竹乡大墅”公众号曝光。

成立由镇妇联、团委组成的综合督

查组开展每月一查，形成限期整改

通知单，提升垃圾分类质量。

（通讯员 李琪）

汾口镇武强玫瑰服务队，是汾口

垃圾分类工作的中坚力量，是汾口垃

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员、指导员、督查

员，在严寒酷暑、日晒雨淋的环境下，

她们负重前行、迎难而上，引导广大

家庭正确分类垃圾，实现垃圾源头减

量。

当好宣传员，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红马甲、红帽子，全副武装的武

强玫瑰服务队队员们，活跃在垃圾分

类宣传最前线，发放分类指南、拍摄

宣传视频、小喇叭播放分类知识、签

订分类责任书，参与各类主题宣传活

动，在商超、企业、居民小区、文化礼

堂等各类场所都有她们的身影。

当好指导员，宣讲正确分类知

识。武强玫瑰服务队的队员是指导

广大居民开展正确分类的最强力量，

在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的基

础上，针对老年人接受能力相对较弱

的特点，利用自己闲暇零星时间，对

家有老人的家庭上门辅导垃圾分类

知识，以最接地气、最能理解的方言

反复讲解。

当好督查员，走村串户开展督

查。武强玫瑰服务队的队员们每天

会对所在村进行分片、分线路巡查，

检查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是否干净

整齐、农户分类是否正确、特殊垃圾

临时堆放点是否有垃圾堆积，每月带

领各村群众代表、党员对农户分类情

况开展考评，按照考评情况进行汇总

开展积分兑换。

一身马甲，一把长钳，“白+黑”

“五+二”“晴+雨”，汾口镇武强玫瑰

服务队的队员们，日复一日执着坚守

着，无惧脏、苦、臭，不怕辛、酸、累，翻

看每一处垃圾桶，在烈日下、雨雪中

经受着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她们

的坚守努力，让垃圾分类工作不断前

行。

（通讯员 黄晓萍）

2022年是全省垃圾分类工作

的“五年全面决胜”之年，翻看淳安

推行垃圾分类“杭州模式”以来，分

类体系不断健全，分类设施不断完

善，分类清运不断有序，分类质量

日益精准。先后创建了省级高标

准示范村15个，省级示范小区26

个，市级示范小区70个，市级示范

村168个。全市每月考核排名日

渐走在前列。

在垃圾分类“杭州模式”推行

过程中，总有那么一群人用心坚

守、默默付出。他们散落在城乡各

个角落，他们或者是乡干部，也可

能是村干部，甚至是专管员，尽管

他们身份不同，却都有一颗执着于

垃圾分类工作的心。正是源于他

们日复一日的不懈坚守，源于他们

对绿水青山的深切眷恋，才换来因

垃圾分类带来的美好生活。

近日，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2022年度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优胜县（市、区）、省级高标

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名单。

淳安县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获评“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优胜

县”称号。同时，淳安县大墅镇大坞

村、文昌镇文屏村、里商乡向阳村、

汾口镇射墩村、瑶山乡张家村获评

2022年度省级高标准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村。

优化分类投放设施，全面完成

撤桶并点，共设置定时定点投放点

1497个，覆盖114个小区、23个乡

镇337个行政村的各个自然村，完

善标牌标识、分类指南、公示信息等

395处，新增监控设备、洗手池、污

水处理设施、遮雨棚等基础配置

276套。完善垃圾分类源头精准投

放长效机制，在337个行政村全面

推行上门评分和积分兑换机制，有

效提升源头自主分类的意识，快速

提升居民自主分类率和准确投放

率。

规范配置分类收运车辆，在农

村配备26辆易腐垃圾车和52辆其

他垃圾车，将易腐垃圾分类就近清

运到乡镇资源化处理站，对其他垃

圾实行“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置”模

式。建成日处理能力300吨的其他

垃圾焚烧项目和日处理能力50吨

的易腐垃圾处置项目。建立由县属

国有企业主导、末端民营企业相整

合、全品类应收尽收的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出台再生资源回收补助实

施意见，明确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

按300元/吨进行补助，注册“淳邦

邦”地域回收品牌，建有407座覆盖

城乡的标准化回收网点和1座面积

达 10800 平方米的再生分拣中

心。建有有害垃圾运暂存仓库1

座，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理企业进

行处理。

建成千岛湖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屏门垃圾分类科教中心、王阜分

类驿站等3个宣教场馆，8个村级垃

圾分类主题公园，451个垃圾分类

专题宣传栏。结合景观化和功能集

聚化要求对投放点进行提升改造。

同时，举办“分类达人主题宣讲”等

系列活动552余次，同时开辟线上

新媒体宣传新渠道，建有垃圾分类

视频号、公众号，发布“垃圾怎么分”

“垃圾去哪儿了”系列科普性质短视

频，让垃圾分类新时尚这一理念渗

透到公众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积极构建属地乡镇和行业单位

自查制度，每月对辖区单位和行业

下属单位进行赋分排名；借助第三

方民调机构对全县城乡单位进行每

季全覆盖检查，检查结果运用到每

月排名通报、红黑榜公示、黑榜执法

等；针对黑榜单位、黑榜村进行专项

检查，以整个乡镇或整个行业为单

位进行全覆盖无死角“体检”，形成

“体检报告”，交由责任单位进行系

统整改。2022年以来，累计发现并

交办抄告单 157 份，交办问题

11020个，整改率100%。

下一步，淳安县将以“体系更加

优化、设施更加美观、投放更加精

准、回收更加便民”为目标，持续强

化督查与整改，深化宣传路径与效

果，打造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分类

氛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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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 一群人 垃圾分类创造美好生活

方超群，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南中队指导员，同时担任县垃圾

分类办综合组组长。作为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工作者和分类办组

长，她一年当中难有几天可以休

息，然而与垃圾“相伴”的岁月于

他人而言是又脏又累的工作，于

方超群自己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

义。她说过，把垃圾处理好，就会

对地球少一些伤害，这是在做好

事，不管是加班加点，还是无法回

家过节，都是分内的事。方超群

自诩为“细节控”，分类办的工作

零散繁杂，但在她的带领下，办公

文件、日程安排都能

整理得井井有条，她

颇引以为豪。正是

有她这种“细节控”

的精神，淳安能在最

短时间内制定出最

合适的生活垃圾分

类相关考核办法，探

索出实践垃圾分类

“杭州模式”本土化

推行方案，为全县垃圾分类工作

有序开展奠定了主基调。

作为全省唯一的特别生态功

能区，淳安将更坚定贯彻“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指示精神和

争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示范的新

要求，坚决打好垃圾分类攻坚战。

（通讯员 邵郡珊）

钱邦，文昌镇生态办的工作人

员。从接手生态办的工作以来，他

主动带头学习研究垃圾分类相关考

核文件要求，坚持对各村垃圾分类

专管员耐心地进行一对一培训指

导，改变了以往生态工作“粗放培

训”的格局，将文昌镇的垃圾分类工

作带向“精准指导”的时代，显著提

升了文昌镇垃圾分类队伍业务能

力。2022年6月，钱邦带头建立起

文昌镇的垃圾分类督查机制，在全

镇实行“问题清单”销号管理制度。

他不仅将以往运动式

治理的突击工作风格

转变为了行之有效的

常态管理局面，更让镇

村两级垃圾分类工作

有了系统具体的抓手，

大幅提高了文昌镇的

垃圾分类工作质量。

同时，钱邦非常重视营

造垃圾分类的良好氛

围，积极推进“八进”宣传工作，用好

小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宣

传方式，让垃圾分类知识在文昌镇

“遍地开花”。

项桂香，屏门乡童家坪村的

妇联主席，是“屏门乡优秀环保娘

子军”“杭州市优秀民间护水达

人”的一员，曾被评为“屏门乡十

佳优秀党员”“杭州市最美女村

官”。2011 年，她开始接手村里

的环保卫生工作，自从她干上环

保工作，每天清晨村庄的大小村

道、庭前屋后或者田埂河边总能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她严格要求

自己，每天天刚亮就已转遍三个

自然村，看看小溪中是否有垃圾，

看看屋弄里是否有杂物，看看农

户的垃圾是否正确

分类。项桂香在环

保工作上坚持亲力

亲为，她拿起柴刀帮

村民整理乱堆在庭

院中的柴火，她一个

个地捡起地上的烟

头和纸屑。农村老

小众多，早期很多村

民难以理解她对环

保的执着，让她多少感到无奈。

但她说过，环保无小事，要善于把

小事做成精品。几年的时光过

去，村庄环境的美化有目共睹，她

的辛勤付出终究换来大家的理解

和支持。

项桂香：善于把小事做成精品

钱邦：用精准手段建长效机制

方超群：“细节控”优化每一个流程

汾口镇：“武强玫瑰”当好垃圾分类“三大员”

威坪镇：“新安玫瑰”展现垃圾分类“她力量”

里商乡：

芝山女管事
见“圾”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