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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干＋发动群众
北京汽车博物馆推出“趣味分类”

“大棒骨是厨余垃圾吗？ 干电池
是有害垃圾还是其他垃圾？ 卫生纸是
可回收垃圾吗？ ……” 在北京汽车博
物馆开设的垃圾分类小课堂上， 小朋
友们拿着写着 “大棒骨 ” “干电池 ”
“卫生纸” “干树枝” 等卡片， 正在思
考着往玩具垃圾桶里投放。 他们有的
自信满满直接投放， 有的在思考， 有
的则向父母投去求助的眼神……每个
孩子投放十张卡片， 答对率高的孩子
会被北京汽车博物馆授予 “环保小明
星”， 还能获得垃圾分类方面的小书签
等小奖品。

“说实话， 我第一个想法觉得大
棒骨是厨余垃圾， 我又搜了搜， 发现
因为大棒骨太硬不好处理， 所以不是
厨余垃圾， 而是其他垃圾。 我原来以
来卫生纸是可回收垃圾， 后来孩子投
完卡片， 我问了问工作人员， 才知道
只要抽出来的卫生纸就不是可回收垃
圾， 而是其他垃圾。” 一位带儿子来参
加垃圾分类小课堂活动的家长笑着说，
“我儿子喜欢汽车， 就带孩子来汽车博
物馆了， 正好看到这边有垃圾分类活
动， 儿子很兴奋。 我也觉得这种形式
很新颖， 而且孩子也能学到知识， 真
的很好！”

“我女儿也参加了垃圾分类小课
堂活动， 她很迅速地把 ‘果皮’ 投进
了 ‘厨余垃圾’ 的玩具垃圾桶内， 我
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表示赞赏。” 王
女士告诉说， “当女儿拿着 ‘枯萎花
卉’ 的图片准备投放时， 我迅速跟家
人讨论了下 ， 家人说 ， ‘枯萎花卉 ’
好处理 ， 是厨余垃圾 ， 我告诉女儿 ，
她投放了 。 她把 ‘干树枝 ’ 投进了
‘其他垃圾’ 的玩具垃圾桶里， 事实证
明， ‘枯萎花卉’ 投对了， ‘干树枝’
投错了， 应该是厨余垃圾， 这样的活
动很有教育意义。”

“这种垃圾分类小课堂活动， 我

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 ， 每周两次 ，
吸引、 指导观众进行体验式学习垃圾
分类知识， 受众约2万余人。” 北京汽
车博物馆党建办公室党务干事胡可义
对记者说。

为了更好推进垃圾分类，北京汽车
博物馆借助线上平台 “汽博培训学院”
推出了一系列的垃圾分类课程，“垃圾
分类听起来简单， 实际操作并不容易，
就像上面很多家长都容易出错的垃圾
分类知识一样，比如榴莲壳因为不好处
理， 所以不是厨余垃圾而是其他垃
圾 ； 比如小的干树枝是厨余垃圾；而
现在家庭常用的5号、7号电池因为都是
无汞化了，就是其他垃圾等等，需要认
真学习。 ”胡可义告诉记者。

胡可义说， 他们号召职工们吃饭
时进行光盘行动， 适量取餐， 减少厨
余垃圾。 “分别在展区和办公区设置
了分类垃圾桶， 还联系了有资质的垃
圾回收公司， 争取做到当天的垃圾当
天收集转运， 让垃圾不过夜， 减少细
菌的滋生。” 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的整体
推动下， 胡可义宣传推广贯彻垃圾分
类， 博物馆的生活垃圾减量显著， 而
职工和游客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也越
来越强。

实干＋制度助力
丰台科技园推行 “全覆盖”

丰台科技园区很早就建立了77个
垃圾收运站点， 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
负责人， 丰台科技园区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的梅青松一有时间， 就去各垃圾
收运站点巡查。 这天， 他走到科技园
区内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总部
国际垃圾驿站 ， 看到桶站标识清楚 ，
垃圾分类井井有条， 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 马上在科技园区工作群里通
报表扬了总部国际物业。

当他走到另一家总部基地垃圾收
运点时， 看到有一个过路的小伙子正
准备把纸盒放进厨余垃圾桶内， 他赶
忙上前友好劝说： “这个纸盒是可回

收垃圾， 不是厨余垃圾， 垃圾投放各
就各位， 咱们的环境才能更好！” 小伙
子点了点头， 把纸盒进行了正确投放，
然后说了声 “谢谢”， 匆匆离开了。

“咱们这个垃圾收运点经常会有
路过的行人投垃圾， 很多人垃圾分类
意识和知识都不够， 你们得加强守桶
值桶 、 大力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啊！” 巡查后， 梅青松马上跟总部基地
物业联系， 给予了建议。

“自2020年5月1日北京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 我们丰台科技
园区就在积极行动， 这么说吧， 我认
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要制定有效的
规章制度， 然后进行宣传培训， 再设
立奖惩的考核机制， 并进行积极有效
的监督， 这样才能干好！” 梅青松说。

据了解， 梅青松先后撰写了 《丰
台科技园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
案》 《丰台科技园区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行动方案》 《丰台科技园区生活垃
圾分类检查考核标准 》 等规章制度 ，
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然后丰台科技
园区组织集体动员会、 培训会、 观摩
会3次， 协助各物业宣传培训等活动，
为垃圾分类组织实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我们还制作了很多垃圾分类的
宣传册， 其中挂图1200套、 宣传折页
40000份、 垃圾桶标识300套、 制作宣
传横幅60条， 发放了 《倡议书》 《致
首都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 共计
20000份， 印制了垃圾分类宣传袋和笔
记本共2000份， 这都营造了垃圾分类
的良好氛围！” 梅青松笑着说。

丰台科技园区对园区涉及垃圾分
类的63家物业企业单位、 70多个收运
点 （含11个地下密闭清洁站） 进行统
一规范， 全部达到了四类标准， 签订
厨余垃圾收运合同115家， 其中大物业
及部分餐饮业95家， 党政企事业单位
20家 ， 并做好了收运合同备案留存 ，
确保了规范化运输。 “目前， 我们丰
台科技园区企业职工垃圾分类的意识
在提升， 垃圾分类的推进总体不错！”

梅青松说。

硬干＋问计于民
丰台守桶人 “妙招频出”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方法很重
要， 坚持也很重要！” 北京市丰台区
王佐镇的社区工作人员宗雷笑着说 ，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 条例实施以
来， 宗雷作为社区工作人员， 在设桶、
守桶、 管桶上狠下功夫， 克服小区基
础设施不完善、 居民分类意识不强等
困难， 多次组织物业召开推进会， 推
动桶站建设。 为了让桶站设置更加合
理， 他每天奔波于楼院间， 对位置进
行精心选址， 然后征求居民意见， 经
过重新规划， 桶站既按照 “四有” 标
准配置， 且更有利于居民投放。

“早上居民投放垃圾较多， 部分
居民不按规定进行分类， 每天我都早
早来到社区， 在各个桶站旁检查垃圾
分类情况， 对不按规定分类的居民耐
心讲解， 半年时间从未间断， 慢慢的，
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
了。” 宗雷告诉记者， 在垃圾分类工作
运行中， 他不断总结经验， 结合小区
特点设置垃圾驿站回收可回收物， 通
过厨余垃圾换积分兑换礼品等方式 ，
使辖区居民积极参与， 成效显著。

“垃圾分类需要多方力量参与 ！
我们组织了在职党员、 退休党员、 社
区老人等多个群体的志愿者， 守桶队
伍有1000余人呢。” 丰台和义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张杰对记者说， 他参与制定
了 《和义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
组建方案》 和 《和义街道2020年生活
垃圾工作实施方案》。 虽然上有生病的
母亲， 下有上中学的孩子， 他经常加
班加点， 带头参与 “桶前值守”， 和守
桶志愿者们一起， 现场指导居民如何
正确投放各类垃圾， 让 “绿色、 低碳、
环保” 理念深入人心， “只有全民参
与， 长期坚持垃圾分类， 才能让我们
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 张杰的话道出
了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者的心声。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把‘关键小事’当‘头等大事’来办”

“垃圾分类， 是小事， 但要
把这件小事办好， 就非得当成头
等大事来办不可。” 在采访丰台区
企业与社区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
中， 记者听到最多的， 就是这句
话。 丰台区面积大， 人口密集，
垃圾分类千头万绪， 做好这篇文
章其实并不容易。 截止到2020年
底， 丰台垃圾分类迎来年终考，
成绩优秀， 令人鼓舞。 这一亮眼
成绩单的背后， 离不来一批苦干
实干加巧干的 “行动派” ……

———丰台区推进垃圾分类中的那些“行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