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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智能一瞥

从全国情况看，随着社会发展和
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生活垃圾的量
不断增加。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每年
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产
生量约 4 亿吨，餐厨垃圾 1000 万吨左
右……如今，垃圾分类已成为城市协
调发展势在必行的举措。

2018 年，我市开展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智能回收的新模式逐渐崭露头
角。通过在小区设立智能垃圾回收设
备，答好垃圾分类“必答题”。

10 月 16 日下午，记者来到三元
区中梁国府梁宸住宅区的智能垃圾
分类屋前，看到业主李先生拿出手机
扫描垃圾箱上的二维码，随后按照显
示屏上的指示选择待扔垃圾的种类，
选择好后，对应种类的垃圾箱盖子自
动打开。李先生将刚刚拆完快递剩余
的 2 个纸箱投放到可回收垃圾桶内，
并将中午吃剩的饭菜投放到厨余垃
圾桶里，整个操作流程相当简便。

每一住户都有一张IC卡，居民可

直接刷卡或通过手机扫码投放垃圾，
小区住户通过注册账户，按相关规定
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就能够获得相应
的积分。其中，厨余垃圾积分1次5个
积分，每天有2次获得厨余垃圾积分的
机会；再生资源分类回收积分根据市
场行情变化调整。积分累积到一定数
目，居民可用来兑换香皂、洗衣液、面
纸等生活用品。“我现在的积分已经可
以兑换香皂和毛巾了。”李先生拿出手
机向记者展示，积分卡上显示已积攒
了300多分。

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奖励，激发
了居民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

“自从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活动以来，
每次只有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才能获
得积分。我们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
积分，也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
惯，现在没想到积分还能换物品，
真是既环保又便民啊！”居民刘大爷
开心地说。

通过积分兑换活动，让居民实实
在在体会到垃圾分类的好处，进一步
调动了市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促进
大家在垃圾分类上从“不会分”到“主
动分”的逐步转变。

“自从实行垃圾分类以来，小区居
民的环保理念逐渐建立。每天都能看
到居民来分类投放垃圾，是件好事。”
李先生说。

硬约束——如何分得更好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觉得垃
圾分类和自己没关系，或者垃圾分类
不差自己一个。其实不然，生活垃圾谁
产生谁负责，每个人都有进行垃圾分
类的义务。

生活垃圾分类，是按照生活垃圾
的不同来源、垃圾组成、利用价值以及
环境影响等，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行为。树立
绿色生活理念，需要通过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增强市民对垃圾分类知
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
念深入人心，而街道社区则是垃圾分
类工作宣传推广的重要关口。

今年7月，三元区时代颐园小区就
开启了垃圾分类工作的序幕，通过社
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充分宣传引导，
居民逐渐养成了“减量、循环、自觉、自

治”的行为习惯，垃圾减量化效果逐渐
显现。“垃圾分类具有长期性，还需要
长期坚持。”社区负责人说。

自2018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以来，我市按照“政府推动、全民参
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循序渐
进、分步实施”的要求，全力推进主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去年以来，
累计清运其他生活垃圾 18.31 万吨，
厨余垃圾6.36万吨，可回收物3.21万
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可回收利用率达34.32%，城市
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
盖，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从试点初期
的55.39%提升到85%。

如今，垃圾分类由“倡导”变为
“要求”，已进入“硬约束”。 这不仅
需要改变居民的观念意识和生活习
惯，还要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居民群众
的文明素养，更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
同努力，持之以恒坚持垃圾分类，打
好常态长效制度化的“持久战”。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也
是群众须养成的一种自觉的生活方
式。”一位市民道出了不少人共同的
心声。

在永安桃源洞、莲花山等景区值
守，参与安全保障志愿服务；协助消防
员到永安多个居民小区处置马蜂窝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永安市曙
光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们有点忙。

现任队长叶谋荣今年55岁，20多年
来积极参与民间志愿服务，并多年坚持
无偿献血，曾获得永安市爱心使者、全
国无偿献血铜奖等荣誉。因为曾经在派
出所当协警的经历，他掌握了不少处置
应急情况的能力。

副队长赖德溟是队伍发起人之一，
同样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活跃分子。这支
救援队的前身——燕城救援义务队，就
是由他和志同道合的同仁在 2019 年 9
月发起成立的。2021年7月，得知福建省
曙光救援中心在全省招募志愿者驰援
河南抗洪抢险救灾，他主动报了名，奔
赴郑州、新乡等地，全力投入历时15天
的跨区域救援行动。

46 岁的队员张桂锋在地质队工作
至今20多年了，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和
应急救援经验，他希望发挥自己所长，
为救援工作出一份力。

救援队里藏龙卧虎。6 名队员由于

工作性质，原本就具备高空作业证，有3
名队员水性很好，有的队员还会潜水，
甚至还有专业的潜水装备……这些都
成了他们开展各类救援行动的特长和
优势。

平日里，除了参加福建曙光救援中
心每季度举办的各类专业培训，救援队
还不定期开展水域搜救、攀登、心肺复
苏、无人机操作、冲锋舟驾驶等专业技能
培训，不断提升队员的应急救援能力。

除了专业的救援技能，专业的救援
装备必不可少。急救箱、救生衣、冲锋
舟、救援绳索、无人机、野外救护用品
……在救援队的“大本营”，分门别类地
摆放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装备。其中的不
少装备，来自省曙光救援中心、社会爱
心企业和个人捐赠，还有队员自掏腰包
购买。

在永安，救援队员的救援义举时常
上演。

今年4月的一天傍晚，救援队接到
群众救助电话，说是自己母亲上山挖笋
失联，希望救援队帮忙上山搜救。队员
们接到任务迅速带上绳索、应急药品等
野外搜救装备上了山。

山里地势复杂，竹林、树木茂密，沿
途没有监控，没有正常通行的道路，而
且前一天刚下过暴雨，地面泥泞湿滑，
这都给搜救工作带来了不便。他们两两
一组，同老人家属一起分头搜寻，一边
不停喊着老人的名字。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天色越来越暗，体力不断消耗，但
救援队员戴着应急灯，不放弃继续寻
找。终于，队友们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呼
救声，循声搜寻，于夜里11点多在一处
山坳找到了迷路的老人。而这时，队员
身上泥星点点，还有脚滑摔倒、被树枝
刮伤的痕迹。

类似这样，野外搜救的事例还有不
少。“山上有蚊虫、蛇、马蜂出没，还有捕
野猪的陷阱，这些都需要提防。”“救援
绳索根据不同救援情况，有不同打结方
法，有时就要打活结。”“野外搜救时，采
用‘Z’字形的走法，搜救面积更大，更不
容易有遗漏。”队员们掌握了不少搜救
经验。

除了水上救援，队员们平日里还
热心地当起了防溺水安全宣传员，通
过与教育部门联手，组织学生开展夏

季预防溺水安全劝导活动，让更多人
提高防溺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防“溺”于未然。

今年国庆假期，永安的不少景区热
闹非凡。在桃源洞、鳞隐石林、莲花山公
园等景区，救援队员也活跃其中，但他
们并不是游客，而是作为志愿者，参与
景区安全保障工作，为游客的平安出游
保驾护航。

像这样，每到节假日，救援队都会
安排队员在这些景区分组轮流值守。

今年7月的一天，救援队一下子接
到了五六个处置马蜂窝的任务。有的马
蜂窝挂在高层楼外墙上，有的挂在八九
米高的树上……救援队员和消防队员结
合现场不同状况，采用直接摘取蜂窝、喷
杀虫剂等方式，从傍晚忙到了晚上10点，
成功帮助居民消除了安全隐患。

公益路上永不止步。一路走来，救
援队用一次次行动，践行“少说多做，默
默奉献，完善自我，善待他人”的队训宗
旨和“人道、博爱、奉献”的志愿精神，让
不少人得到了救援和帮助，收到了30多
面锦旗和多封感谢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做城市的公益行者 ●本报永安记者站 陈莉莉

垃圾分类 让办法真管用
●本报记者 吴佳霖 文/图

垃圾分类在各地加快推进，然而具体的分类工作，却因各种因素影响，进展不一。从深层次看，垃圾分类关联到城乡居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否构建一个良性的垃圾分类体系，亟待社会各方给予更深入的关注。

为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市政府于2023年2月7日公布了《三明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目前，这一管理办法施行情况如何？记者做了采访。

垃圾分类被称作城市管理的世界性难题，我们的身边有了政府出台的管理办法，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探索形成标
准，推动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分类好做法在更大范围开花结果。尤其是一些先行试点的地方，能够提供一些有益探索
给更多地方作为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提升效率。当然，还要继续提高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程度，比如湿垃圾如何再减
重，居民分类投放和后端分类回收如何形成更好衔接，提高可回收垃圾的再利用率等，这些都需要在居民中间普及并养成
习惯，值得全社会共同探索。

编后

救援队员参与野外搜救任务

▲ 三元区时代颐园小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 市民正在垃圾分类投放

秋高气爽，丹桂飘
香。10月19日上午，三
元区莘口镇清溪村 80
位老年人聚到村部旁的
小广场，欢庆今年的重
阳节。“同心·守望——
重阳情意浓，最美夕阳
红”山海同心关爱乡村
老人活动在此举行，三
明、厦门、泉州三地志愿
者联袂给山村老年人送
来暖暖的节日祝福。

清溪村地处深山，
海拔600多米，人口556
人，村中青壮年大多在
外，119位老年人在村中
养老。爱心志愿者们牵
挂 着 这 些 山 村 老 人 。
2023年10月，三元区春
草社工发挥三元区社工
总站资源链接功能，在
三元区民政局、莘口镇
政府支持下，联动莘口
镇社工站，开展重阳节
爱老敬老活动。今年重
阳节，社工们特地邀来
了厦门、泉州的志愿者
为老年人送上温暖。

福建五持恒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泉州青年
志愿者协会向老年人捐
赠运动鞋，厦门同心慈
善会请来摄影师给老年
人照相，还送上相框，赠
送防止老年人走失的

“微信黄手环”。三明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营养科
主治医师吴秀琴给老人带来膳食营养健康
知识讲座。莘口镇卫生院的医师义务为老
年人量血压、测血糖。

志愿者张玉军忙着给老年人理发，帮
他们整出好发型拍照。今年79岁的村民
张德悦和 74 岁妻子庄海萍在镜头前合
影。“我们结婚50多年了，结婚没有拍婚纱
照，从来没有拍过合影。”看到照片，夫妻俩
笑了。

夹弹珠、玩套圈，老人们玩起趣味游
戏，领到爱心企业捐赠的日用品，开心得像
小孩一样。

此次活动由三元区民政局、三元区委
老干部局、莘口镇政府、三明市公益慈善联
合会主办，福建五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同心慈善会、泉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元区春草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 其中泉州
爱心企业福建五持恒科技股份公司捐赠运
动鞋300双，价值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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