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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封不掉的垃圾井今天封住了
社区自治长效管理 推动垃圾分类实效达标小区不断增多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老式高层住宅里， 十多年前闹 “非典” 疫情都未能关掉的垃圾井，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广而彻底封闭； 75 岁老伯虽喜迎动迁， 但仍忘不了生于斯、 长于斯的故里，

每天往返 3 小时回到老居委， 与各奔东西的老邻居们重聚一堂， 当好垃圾分类志愿者； 另一边， 可爱的孩子们也怀揣 “纠正大人垃圾分类真好玩” 的兴趣， 身穿大号志愿

者马甲， 成为垃圾厢房边最生动的风景线……昨天， 记者走访本市多个居民区， 探访在党建引领下， 社区居民自治对垃圾分类的推动。

近日， 上海首张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成绩单” 诞生， 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成绩单” 显示， 截至 6 月底， 全市居住小区中设施设备配置到位的已达

到 88.9%， 分类实效达标小区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 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也披露， 垃圾分类实效综合测评主要围绕居住区的 “五有” 标准开展：

有设施设备、 有宣传告知、 有物流去向、 有长效管理、 有分类实效。

在全上海， 除了拥有一批像黄老伯这样， 富

有老派“弄堂爷叔” 风范的老志愿者， 随着暑假

到来， 一股股天真烂漫的力量， 也正充实着各小

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我就喜欢拿学来的垃圾分类知识， 去教

育、 纠正这些大人， 这样真的很好玩。” 在开开

小区， 9 岁男童张天喻略带狡黠地告诉记者。 他

说： “湿垃圾不破袋， 仍是楼里居民比较常见的

问题。”

正聊着天， 一位中年男子就拎着一袋垃圾过

来投放了。 张天喻迎上前去， 略加观察， 就明确

对男子指出： “叔叔， 你这包垃圾好像没分清

楚， 不能立刻投进湿垃圾桶。”

看着身穿明显大两号志愿者马甲的张天喻，

男子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他赶紧打开垃圾袋， 一

边将混淆于其中的纸巾投入干垃圾桶中， 一边阻

拦着准备帮忙的张天喻， 说：“小朋友别动了， 里

面脏， 叔叔自己来就行。”

看到这一幕， 蔡炜书记说： “暑假到了， 各

街镇的小小志愿者队伍活跃起来。 他们起到的效

果非常好， 譬如有的居民不太买成年志愿者的

账， 但看到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他们总能自觉

配合垃圾分类。” 蔡炜还告诉记者， 其实这些孩

子们的暑假都安排得非常充实， 兴趣班、 学习

班、 体育班等等应有尽有， 也就是下课时间刚好

契合定时投放时段， 才安排孩子们来厢房边值

守。 例如张天喻小朋友， 就是小圈子里知名的

“网球王子”， 过两天他还要向居委请假， 跟爸爸

去外地参加一届少儿网球杯赛。

值得一提的是， 记者还遇到一名兼具中日两

国血统的饭岛溱小志愿者。 小男孩悄悄告诉记

者， 其实日本的垃圾分类还要复杂， 例如要做到

餐盒归餐盒， 瓶子归瓶子等等。 因此在上海做垃

圾分类志愿者， 对自己而言并没啥难度。 但小溱

还是对此感到骄傲， 表示要把自己的表现汇报给

在日本的家人。

此外， 在宝山区杨行镇世华佳苑小区采访

时， 梅林居委会党支书严秀琴还告诉记者一件趣

事： “我们自己都想不到， 小区的小小志愿者

们， 竟然能从湿垃圾袋里看到几根牙签， 还让居

民‘乖乖’ 将其剔除。”

在普陀区长征镇， 银开居民区所辖

的开开小区， 是一幢上世纪 90 年代初

建造的 24 层高楼。 当年， 高层倾倒垃

圾的方法“简单粗暴” ———每个楼层都

有一个固定点位， 墙上安装有一个翻

斗， 拉开它， 伴随一股臭气溢出， 居民

将垃圾袋投入连通底层垃圾房的“井

道”， 只听垃圾袋撞击井壁的声音由近

及远， 最终传来落地的回响。

毫无疑问， 长此以往， 这种“井道

式” 投放点周围的环境都不太理想。 而

与之最靠近的房屋， 遭殃最甚。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始， 开开小

区首先就要向“井道式” 投放点宣战。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蔡炜回忆道： “我们

预想到的、 没预想到的情况都发生了。”

从上门宣传时， 党员、 居委干部吃的一

肚子气， 到封锁井道后的第一天就被人

砸开， 抑或是原地乱扔， 这些是事先想

到的。 而当蔡炜正在物业开会时， 窗外

一包垃圾从天而降的震撼， 那就真是意

外了。

“我们没有气馁。 我当天就准备了

两个大垃圾桶， 把随地乱扔的、 从天而

降的垃圾都放在里面， 公示给全体进出

居民看， 让当事人自我反省。” 蔡炜说。

“还有一些居民也是心大， 明明外卖盒

上还有自己的地址， 就把垃圾扔在楼下

某个角落里， 还以为人家不知道。 但我

们也不扩大， 对号入座找到他， 单独劝

诫教育， 他也接受了。”

蔡炜有礼有节的处置， 收效甚佳。

封锁井道的第二天、 第三天， 砸门事件

就不再发生了。 随着党员、 志愿者队伍

从 20 人发展到上百人， 整个小区的垃

圾分类自觉意识都在不断提高。

“我们小区的老人有次跟我开玩

笑， 说 2003 年非典疫情时， 为了卫生

想封却没能封掉的井道， 没想到能在这

次垃圾分类时封掉了。” 蔡炜笑言。

在居民自治推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有

一种力量尤为感人， 那就是根植于居民对本

乡本土最朴实的爱， 那就是志愿者。

去年 10 月， 原居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的

75 岁黄建明老人喜获动迁， 离开了他自幼

长大的多稼居委会。

在住进新房前， 老黄暂居徐汇长桥至

今。 每天倒两趟公交车， 单程 1个半小时车

程， 就是如今老黄与多稼故里的距离。

但老黄还是坚持“常回家看看”。 黄浦

创建全国卫生文明城区， 他积极参与志愿者

队伍， 与 10 名动迁到四面八方的老邻居、

老伙伴们聚到一起， 捡捡烟屁股， 做点力所

能及的志愿服务； 今年 4月起， 老黄和老伙

计们又加入了垃圾分类志愿者的行列。 他们

或值守于油车码头街， 或值守于居委会门前

等临时投放点， 协助引导尚未迁走的 10 户

老邻居、 或是新开楼盘的居民们前来分类投

放垃圾。

老黄上了年纪。 开始时， 他对于生活垃

圾四分法比年轻人更一头雾水， 用他的话

说： “一遍遍啃图例， 跟朋友们反复讨论、

背诵， 才渐渐熟练掌握。”

作为在社区里住了 75 年的“老资格”，

老黄的面子很少有人不认。 对此他也很自

豪， 因为大多数本不情愿好好分垃圾的老邻

居、 年轻人， 看到自己当了志愿者， 都会转

而配合。 当然也有少数居民对老黄态度不好

的， 但老黄也总是笑嘻嘻地予以应对， 从不

与人争论， 让对方很快也不好意思起来。

由于要契合每天早晚各两小时的定时投

放， 老黄每天早上 5点就要起床出门， 晚上

则 10 点以后才能到家。 在定时投放之外的

时间， 老黄会在老邻居家串串门， 或者在居

委会活动、 休息， 仿佛从未离开这个住了

75年的地方。

“天天这样早出晚归， 您是如何坚持下来

的？” “周末也要来吗？” 面对年轻人提出的这

类问题， 老黄笑着反问： “居民周末就不倒垃

圾了吗？ 不要小看我们老年人， 我们习惯早起

早睡， 早上还要晨跑锻炼。 现在我把时间花在

路上， 同样视为一种锻炼方式。 而且每次回

来， 我都能和老邻居、 老伙伴们一起聚聚， 这

种多年的邻里情感， 可能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

了。”

老黄说： “动迁前， 我就喜欢在黄浦滨江

晨跑。 现在的滨江开发得老漂亮了， 与早年完

全两样。” 他觉得， 垃圾分类也好， 创建卫生

文明城区也好， 都让自己的家

园变得更美丽、 更洁净了。 他

很欣慰， 能以自己的志愿服务

参与其中。

记者从小东门街道党工委

获悉， 为使老城厢区域与商品房小区垃圾分类

工作相均衡， 街道把占配额 80%的垃圾厢房管

理员配备到老城厢区域。 而对于那些不听劝

阻、 不配合分类工作的， 街道则充分调动像黄

建明老伯这样弄堂里热心阿姨、 爷叔的邻里监

督作用， 鼓励居民之间对违法不按规定分类、

乱扔垃圾行为“随手拍”， 发动居民相互提醒、

相互监督、 相互促进， 坚决消除不按规定分

类、 乱扔垃圾乱象。

6 月 20 日起， 街道实行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全覆盖， 从开始的每天 6-7 桶湿垃圾， 到 7

月 1 日的单日 69 桶， 湿垃圾量逐渐上升， 达

到并超额完成街道的既定目标， 分类效果明

显。

“非典”时没能封掉的

垃圾井今天成功封掉

邻里监督 动迁老伯每天车程 3小时当志愿者

湿垃圾里挑出牙签

“小小志愿者”眼光独到

普陀区长征镇开开大楼小区的垃圾分类小志愿者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多稼居委会的垃圾分类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