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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编者按：

近期，我市开展了
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以“垃圾分一
分 ，环境美十分 ”为主
题深入学校、 社区、企
业 、机关 、公共建筑开
展贴近实际 、 贴近生
活 、贴近群众 、图文并
茂的宣传活动 。 据了
解 ，去年市本级 、县以
上城市建成区垃圾分
类覆盖面分别达 80%、
50%以上，全市城镇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0%以上、资源化利用
率达 20%、无害化处理
率达 100%。 这样的成
绩取得难能可贵，但是
也应当看到，垃圾分类
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
也是一项长期的日常
工作， 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只有以坚定
的决心和久久为功的
恒心，坚持不懈地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才能真
正将垃圾分类工作做
到位。

杨必军（景宁畲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嘉宾

老陈（市民）

李志远（市民）

蓝秀（莲都区仙渡乡人民政 府）

“形式主义加班”当警惕
夏季伟

� � � � 近段时间以来， 在党中
央大力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
主义的大势之下， 诸多形式
主义的歪风被叫停 ， “无会
日”“无会周”、扶贫表册减少
三分之一以上等等杜绝形式

主义具体措施不断发力的同时， 也给基层切实
减去了很多没有必要的负担，这些都值得点赞。
然而，虽然已有的形式主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也有新的形式主义不断“问世”，诸如加班中
的形式主义，就是作风问题的新表象。

领导不走，下面的人就不敢走；看别人都在
加班，自己没有事也要加班，坐在那里虽然没有
具体的事情可做， 但至少看起来很认真、 很努
力，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加班”，这种现象值
得深思，也值得警惕。事实上，加班本无可厚非，
还在一定意义上值得肯定，毕竟这是热爱工作、
积极向上、勤劳肯干的具体表现，但凡事都有个
度，过犹不及。 有事没事非要加个班、在领导面
前露个脸，这不仅不会让良好的作风得到巩固，
反而还会滋生出各种歪风。

但一些干部总喜欢搞无所谓的攀比， 人人
都在加班，不加班就是不上进，不加班就是不积
极；领导都在加班，作为下级的干部不加班就是
没有和领导保持一致，就是不认真完成工作，这
样长期下去，很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反而让那些工作会合理安排时间、会统筹兼
顾、会分清轻重缓急的优秀干部，因一些干部的
经常“形式主义加班”、经常“露脸”而被排挤、被
忽视、被轻视、被歧视；那些经常阿谀逢迎、跑前
跑后、 假加班真露脸的干部却很容易被领导重
视和重用，倘若这种歪风持续下去，不难想象一
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工作作风会差到什么程
度。

对于一些基层干部来说， 确实存在不加班
就完不成工作的现状，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明确
要为基层减负， 而对于那些需要加班才能完成
工作的干部， 上级也出台了加班有补助的可行
措施。 在这种语境之下，作为部门也好，干部也
罢，既不能为了争表现而“加班”，也不能为了挣
“外快”、拿补助而“加班”。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状态，才
能更好地投身于工作， 才能更好地走好为民服
务的漫长之路。

被“扶起”的社会正能量
潘凤群

� � � �六年前， 青田小伙
在马路上碰到一位摔倒
无法起身的林奶奶 ，面
对炎炎烈日，滚滚车流，
他毫不犹豫地扶起她坐

到边上台阶上， 之后还把不能动弹的她送到医
院，只留下“星星”两字便悄然离开；六年后，林
奶奶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小名为 “星星” 的殷铁
凝。 这里，令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殷铁凝的“扶
老人”义举，也不仅仅是老人知恩图报的行为，
而是他们传递出来的那种温暖人心的社会正能
量。

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
是，曾几何时，面对老人摔倒扶不扶却成了社会
上最热议的话题之一。 争议首起于 “南京彭宇
案”，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公众敏感的道德神
经被挑动起来， 之后又发生了几起 “扶老人被
讹”的报道，老人的形象迅速被妖魔化。 一时之
间，“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等舆论甚嚣尘上。 面
对摔倒的老人，大家就都变得战战兢兢，小心翼
翼，扶人之前，有的先去保个“扶老人险”，有的
先拍个照片保存证据，还有的干脆“敬而远之”
不管不顾。因为几起“彭宇案”，我们的社会将老
人视为异类，他们摔倒了、迷路了，不再能及时
得到帮助， 因为人们首先要保全自己的利益不
被侵犯。

这是不是成了我们社会的惯常现象？不，殷
铁凝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确实，“彭宇案”是
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但全社会几亿老人，每天都
有无数老人摔倒，被讹的“彭宇”又有几个呢，罔
顾道德和法律的老人又有几个呢？正因为少，并
和我们传统道德“尊老爱老”“知恩图报”不符，
就成了“狗咬人”的新闻，被不断放大。 其实，在
我们身边， 更多的是像殷铁凝这样面对老人摔
倒毫不犹豫去扶的人， 以及像林奶奶这样懂得
感恩的老人。 比如，几年前，缙云的一位老奶奶
骑着三轮车不慎摔倒， 捂着肚子坐在路上起不
了身，当时上初一的王政道同学看到后，骑着老
奶奶的三轮车把她送回家， 没有留下姓名就离
开了，九天后，老奶奶找到他表示感谢；今年一
月，在青田高湾隧道内，一名 79 岁的老人不慎
摔倒，自己难以重新站立，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
毫不犹豫扶起摔倒老人， 确认老人无大碍后默
默离开，无法找到这位“恩人”的老人找到媒体
说，希望借助媒体感谢这位帮助她的人。这样的
事例比比皆是，比“彭宇案”要多得多。 正直善
良、扶助他人、知恩图报这些美德，仍然是我们
这个社会的主流。

社会需要正能量。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老后
的自己。 希望未来， 所有的老人都能被温柔以
待，所有的助人者和受助者都能良性互动，让我
们的社会满是正义和善良。

主持人：郑委

主持人：从简单的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到细化金属、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分
类等，从随手扔垃圾到建立垃圾分类家庭电子档案，实现联网监测管理等智能化垃圾
分类模式，我市在垃圾分类工作上不断进行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您认为，进行智
能化垃圾分类较之传统的垃圾分类优势在哪里？

●老陈：
生活垃圾一直是环境处理之痛，虽

然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 人们已经
逐渐开始了简单的垃圾分类处理， 但是
因为工作量之大， 并不能很好地做到垃
圾细分，简单的可回收、不可回收模式对
于一些药品、 电池等有毒有害垃圾而言
做不到有效的处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近几年来智能垃
圾分类模式开始被提倡， 通过从源头抓
起对垃圾进行细分， 借助大数据进行统
计，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垃圾分类

回收的智能化运作， 能很好地解决垃
圾分类处理的问题。

垃圾分类问题归根结蒂还是人们
的习惯问题， 平常人们习惯了垃圾装
成一袋随手扔进垃圾桶， 即使有明显
的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也懒得对垃圾进
行有效的分类。 通过智能化垃圾分类
模式，建立垃圾分类家庭电子档案，实
现联网监测管理， 可以很好地对家庭
垃圾处理情况进行监控。 对于随手扔
垃圾以及垃圾分类不清的行为可以及
时地做好记录， 这样通过后台数据能

查看每户家庭垃圾分类情况，追查到个人，
可以对垃圾不分类的家庭起到很好的警示
作用。源头抓好了，后期处理工作将大大减
少重复劳动，减轻垃圾处理部门的压力，进
而减少环境的污染整治工作。

智能化垃圾分类模式还提供了很好的
反馈机制， 对于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的家
庭有相应的积分结算， 然后通过积分可以
换取生活用品，如垃圾袋、肥皂等。 这一措
施提高了人们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也让
大家对垃圾细分不再那么排斥， 从心理上
接受这种垃圾分类新模式。

主持人：政府和市民推动垃圾分类不遗余力，但是也困难重重，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譬如垃圾分类要在各个环节做足功夫，不遗漏掉任何一个环节，这就需要实行全
链条联动，真正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蓝秀：
近年来， 我市在垃圾处理和垃圾分

类上推出了许多有效的举措， 使垃圾分
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但由于历
史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因素， 垃圾分类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要突破垃
圾分类的发展困境， 尤其需要构建垃圾
分类全链条管理工作机制， 推进垃圾分
类集约化、全程分类管理。

一要前端明确标准。 垃圾分类包含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利用、分类处
理”四个环节，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
链条。 垃圾分类如果没有在起点被分类
投放， 显然会加大之后每个环节的分类
难度和处理成本，因此，前端的分类投放

是垃圾分类的前提。 提升前端分类水
平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垃圾分类知识内
化为广大居民的常识，单位 、家庭、个
人要做好源头分类， 既要有正面的引
导，也要有负面的约束，这其中要完善
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全程分类体系，
将管理延伸到分类的两端。

二要中端科学收运。 如果源头分
类了，转运环节却不分类，垃圾混装混
运，那垃圾分类就是“白忙活”，造成这
一问题的症结主要是收运处置能力不
足，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境地，就要增强
垃圾收运流通环节的设施供给能力 ，
严格按照垃圾分类作业的规范要求，
开展全程分类运输， 不断优化清运流

程，依托专业公司“市场化运营”及“物联网
监管体系”提升中端分类收集成效，解决混
收混运难题。

三要末端专业运作。 结合我市的实际
情况， 要进一步统筹谋划布点城乡垃圾处
置设施和资源站房， 加大末端处置能力和
垃圾无害化处置水平， 形成多种形式的生
活垃圾综合处理方式， 畅通各类生活垃圾
的收运处理渠道， 加快推进减量化、 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逐步形成废弃物循环的产
业链。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持之以
恒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治理方能实现垃
圾分类新的突破。

主持人：据了解，我市各地陆续出台了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指导市民进行科学的
垃圾分类，一些地方也开展了垃圾换积分拿奖励等活动，激励市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
类工作中。 对于垃圾分类而言，“招不在多，管用就行”，您认为在垃圾分类上还可以探
索哪一些新路子、新方法，使全民乐于参与其中？

●杨必军：
近年来，丽水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

造浙江最美大花园等文明创建的过程中，
通过多途径、 多举措不断提升城市的环境
面貌、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形成了丰硕的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但从全国各地的先试
先行以及国外的经验来看， 还是有一些问
题需要注意防范。一方面是前后“脱节”。容
易出现大家辛辛苦苦“分”，垃圾装车“一股
脑”的窘境。 另一方面是投入与收益的“脱
节”。市民在垃圾分类中的付出基本上是纯
公益性，缺少必要的激励、奖励机制。 同时
还存在认知与行动的“脱节”。 随着市民素
质的普遍攀升，大家主观上愿意分类，但客
观上缺少指导及科普。

所以要让垃圾分类成为市民的行为
习惯和情感认同， 首先需要坚持执行的

刚性，破解线上在“分”，点上却“合”的
矛盾。 据了解，我市各地陆续出台了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 科学有序地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已
经进入倒计时。 同时，截至目前，党政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垃圾分类覆盖率已
达到 100%， 可以说我市在垃圾分类上
已经有扎实的基础， 各条线上都在严
格执行。 所以接下去，就要进一步保证
执行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除了前端分
类，垃圾的分类运输这个 “点 ”上也是
不可或缺的一环， 需要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 就如同丽水当年开始执行机动
车礼让制度一样，要适时开展监督，对
违反规定的公司及个人予以通报和处
罚，以制度执行的“刚性”，建立良性循
环的“惯性”。

其次是要坚持激励的柔性，破解认识
“高”了、行动却“少”的矛盾。 其中，可以学
习上海市试行的“绿色积分”制度，垃圾分
类做得好的居民，会得到绿色账户的积分
奖励，可以用于兑换公园门票、生活用品、
社区服务等。 不仅仅是积分奖励，也可以
将垃圾 “变废为宝”， 让居民从中获得好
处，例如将湿垃圾制作生物肥料 、把废旧
物品变为艺术品，则更能激发广大居民加
入垃圾分类的队伍中， 发挥大家的聪明
才智。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这句
广告词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相
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垃圾分类也
会像广告词一样入脑入心 ，
成为丽水的下一张“金名
片”。

� � � �●李志远：
虽然将生活垃圾实行 “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和干垃圾”等标
准已经确立，但深入人心并变为自觉
行动，依然任重道远。 缙云方溪乡做
得就比较好 ，以 “鸡毛换糖 ”为思路 ，
把“垃圾”和“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
开出了乡级的“垃圾兑换超市”，每月
定期开展垃圾分类评比活动 ，评选出

先进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级别的积分奖
励，村民可以凭积分到兑换超市兑换所
需物品，充分调动了村民对垃圾分类这
项工作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垃圾兑换超
市非常符合当前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
需求， 能有效减少村庄的生活垃圾，改
善环境卫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
利。

家庭分类难以保证， 便导致了后期

分拣工作压力的增大， 部分居民对垃圾
分类这项工作认识不到位， 分拣主要还
是要靠保洁员，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制度
保障及时跟上， 用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
范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 保障垃圾分类
的有效实施。 在社会层面上，还可以引进
民间团体等第三方监督， 确保垃圾分类
工作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