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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本报记者方立新、李坤晟、谢云挺

厨房、客厅各两个，每个卧室和卫生间各一
个——— 家有八个垃圾桶的金秀琴，菜根果皮等
厨余垃圾、食品包装袋、纸屑等等，一一分类入
桶。周六上午 9 点，她准时把垃圾送到小区的投
放点，按分类投放。流程稍显繁琐，金秀琴却说，
自己没什么不习惯，“在我老家，三四年前就这
么分垃圾了。”

金秀琴的老家曹宅镇枧头村，和她现在居
住的枫乔苑小区，同属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在传
统意义上，她是从农村进了城。

城市历来被认为是开风气之先，不过，在金
东区，垃圾分类却是农民先“分”一步，市民随后
跟进。

农村垃圾“两次四分”

纽扣花束，饮料罐飞机模型，7000 多个大
小不一的废旧瓶盖组成的彩色墙画……坐落在
金东区六角塘村的金华市农村垃圾分类艺术
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这是全国首个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艺术展馆。

前来参观的河南台前县纪委干部武斌对
“镇馆之宝”——— 一个展示金华农村垃圾分类流
程的沙盘印象深刻。沙盘上方的浅黄色展板上
写着“农村垃圾分类简单易懂”10 个大字。

在六角塘村，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放着的两
个统一制式的小垃圾桶，一个绿色，上面写着
“会烂”，一个黑色，上面写“不会烂”。

“垃圾分类方法必须简单易学，我们探索出
‘会烂’‘不会烂’‘能卖钱’‘不能卖钱’的两次四分
法。”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说。

据介绍，“两次四分”法即农户把垃圾按“会
烂”和“不会烂”进行分类，将“不会烂”的垃圾再
按照“好卖”“不好卖”的标准进行二次分类。垃
圾分拣员在农户分类基础上，让“会烂”的垃圾
进阳光堆肥房发酵堆肥，“好卖”的垃圾回收处
理，“不好卖”的垃圾则进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
处理，有毒有害的进行特殊处理。

六角塘村党支部书记楼根洪曾悬赏“找到一
只苍蝇奖励 100 元”。村里满眼白墙黛瓦的民居，
干净清爽的乡间小路，苍蝇要藏身，的确也难。

很难想象在 2014 年以前，六角塘村曾是
“脏乱差”的典型。

2014 年，金华市以农村为突破口解决“垃
圾难题”，很快即见成效。2017 年，金东区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金华经
验”，光荣入选“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展览。

据金东区区长陈峰齐介绍，金华农村实行
生活垃圾分类后，仅金东区一年减少垃圾 6 万
吨，省下垃圾清运填埋费用 1800 多万元。

2018 年 6 月 5 日，《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开始施行，金华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得到法规保障。这是浙江省第一部、全国
范围内领先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地方性
法规。

城区垃圾“两定六分”

也是从 2017 年开始，在农村“两次四分法”
的基础上，金东区逐步探索城区生活垃圾分类
的“两定六分法”。

“两定”是“定时、定点”。

记者看到，经过穿绿色马甲的垃圾巡检
员黄小宝检查后，金秀琴把装有废弃纸屑的
垃圾袋，投进印有“其它垃圾”字样的深色垃
圾桶。

“巡检员要报名选拔的，住进枫乔苑前，我
在村里做过垃圾分类，就被选上了。”65 岁的黄
小宝，巡检垃圾，一个月有 3000 元收入。

黄小宝接过金秀琴手中的另一个垃圾袋。
经他确认，这个垃圾袋里全是菜根菜叶、瓜果皮
核，没有其他杂物，黄小宝便将垃圾倒入绿色的
“厨余垃圾”桶，随后又将空垃圾袋放进“其它垃
圾”桶。

“我们要求必须破袋投放，也就是把垃圾袋
里的垃圾倒出来。”金东区政府党组成员王希凌
介绍说。

在金东区城区每个垃圾投放点，都有一名
垃圾巡检员会当场打开居民的垃圾袋，协助居
民做好分类。

因为要雇佣垃圾巡检员，为了节约成本，金
东区规定平均每 300 户居民设置一个垃圾投放
点。目前，金东区已把原先城区范围内 58 个小
区(社区)721 个垃圾投放点缩减至现在 139
个，居民固定在每天上午 6：30 到 9：00，下午
5：30 到 7：30 两个时间段投放垃圾。

像枫乔苑这样仅有 300 来户的小区，现在
只剩小区大门附近一个垃圾投放点。

“以前每幢楼下都有垃圾桶，现在小区环境
清爽多了。”枫乔苑小区居民白建兰说。

“六分”是指除了农村也分的厨余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它垃圾，根据城市的具
体情况，又增加了大件垃圾、建筑垃圾两个类
别。金东区通过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清运、分类处置”，真正实现“闭环运行、无害化
处理、资源化利用”。

据金东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黄睿介绍，一
些居民有攒集类似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卖掉的
习惯，城市垃圾分类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厨余垃
圾”和“其它垃圾”。

刚过垃圾投放时间点，黄小宝和志愿者陈
昌根、覃志龙就迅速用透明胶将垃圾桶封上，转
移到小区大门处，直到环卫工人驾驶的垃圾转
运三轮车过来，才给垃圾桶解封。

环卫工人方新行每天来枫乔苑两次，一次
拉“厨余垃圾”，一次拉“其它垃圾”。上午 10 点，
方新行将绿桶里的“厨余垃圾”倒进体型迷你的
三轮转运车，然后将其运到 2 . 5 公里外的戴店
垃圾转运站。周边 10 个社区、21 个小区的“厨
余垃圾”和“其它垃圾”都在这个转运站里进行

初步压缩后，再装进大号的垃圾转运车，去它
们该去的地方。

“这样的车有两台，一台装厨余垃圾，一
台装其它垃圾。如果需要，我们还会临时派
车。”在戴店垃圾转运站，东孝街道党工委副
主任沈旭东指着正在装“厨余垃圾”的一辆大
车说。

“其它垃圾”将被填埋或者焚烧，“厨余垃
圾”则被送到位于多湖街道杨宅社区的再生
资源利用中心。这座从 2018 年 11 月运行的
中心，每天能将 20 吨“厨余垃圾”变为有机肥
和炭基肥。

有了再生资源利用中心，金东区的“厨余
垃圾”处理形成了一个闭环。老板吕厚明说，
今年以来，来自多湖、东孝街道的“厨余垃圾”
量明显增加，从之前的每天 1 吨上升为 5 吨，
垃圾里废纸、玻璃、砂石也几乎没有了。

据陈峰齐介绍，金东区对今年 4 月以来
各社区小区的“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作了
统计，完成分类后，对“厨余垃圾”进行再生资
源利用，垃圾减量比例达到了 63% 。

据记者了解，城市垃圾因为“厨余垃圾”
要集中处理会多出一笔清运费用。但陈峰齐
表示：“算上巡检员的工资和对垃圾分类达标
居民的激励，以及目前对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的补贴，种种加在一起，相比过去垃圾填埋或
焚烧的经济成本，财政完全可以承受。社会账
和环境账就更不用算了。”

学习农村打分立约

“垃圾不乱倒，粪土不乱堆，污水不乱流，
柴草不乱放，农户必须将垃圾进行分类倒入
指定的垃圾桶内”……在六角塘村村部门前
的橱窗里，12 条环境卫生村规民约写得清清

楚楚。
金东区江东镇党委书记傅榕告诉记者，

“两次四分法”虽然简单，但让村民改变多年
的生活习惯总有一个过程。实践证明，村规民
约实施得好的村，垃圾分类就分得好。

如何才能将村规民约落实下去？
记者在六角塘村村部前的橱窗中看到，

每家每户垃圾分类的状况都有打分。
“我们分‘垃圾分类’‘卫生整治’‘环境美化’

三项内容，满分是 10 分。谁家做得好，谁家做
得不好，一律公示。”楼根洪说。

橱窗里还有卫生保洁荣辱榜。先进榜 3
张照片，促进榜 3 张照片，内容全是垃圾桶内
垃圾的分类情况，上面均标注了户主姓名和
抽查时间。

村民根据表现还可以获得“美丽家庭示
范户”“平安家庭户”“美丽庭院户”“垃圾分类
能手”等荣誉，这些荣誉都以徽章的形式展示
在每家每户门口。谁家荣誉多，谁家荣誉少，
一目了然。

在枫乔苑小区，记者看到了类似村规民
约的居民公约，还有小区橱窗中还没有打分
的居民垃圾分类积分一览表，上面已标注好
每家每户的门牌号。这都像极了记者在六角
塘村看到的场景。

“我们每天都在做统计。下个月每家每户
的积分就要填上去。到时候，我们还要开会对
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做总结。”白建兰说。

很难想象，这个地上找不到半截烟头，家
家户户停车方向都统一顺时针的小区，曾是
金东区有名的“烂尾小区”“问题小区”。

2018 年，金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街
道社区希望平时在居民中有一定威望的刘联
峰能把担子挑起来。

9 月底，刘联峰放下自己杭州的生意，回

到枫乔苑小区，带着业委会成员，卷起裤管亲
力亲为，20 天就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刘联峰的认真负责感动了培训师白建兰
在内的很多小区居民。“小区真的变了。‘烂尾
小区’也能这么漂亮，以前真的不敢想。”家住
一楼的白建兰过去一开窗户，窗台上就是一
层灰。现在说起小区的变化，她就合不拢嘴。

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漂亮环境。今年金
东区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小区垃圾分类，枫乔
苑成了模范小区。

事情当然不会那么顺利。白建兰告诉记
者：“一开始有人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麻烦，要
么把垃圾扔在原先楼下的垃圾桶的位置，要
么过了固定投放时间点，直接垃圾袋扔在投
放点就走。但随着我们宣传，甚至上门劝说，
实际入住 269 户中只有两户还达不到要求。”

楼道长和“茶花姐妹”把小区

变成熟人社会

打分立约为什么有效？“中国农村是个熟
人社会，名声还是很被看重的。做得不好，大
家会笑话你。”六角塘村党支书楼根洪说。

但在城市的高楼里左邻右舍可能一句话
都没说过，怎么办？

一个好汉三个帮。枫乔苑小区的成功，没
有刘联峰这么一个主心骨不行，只靠刘联峰
一个光杆司令也不行。

“金东区建立了监督员、志愿者、楼道长
3 支骨干队伍。”在枫乔苑的垃圾投放点，滨
江社区书记厉树金告诉记者。

“小区做好垃圾分类，还要依靠 3 支队
伍，党员、老人、妇女。”刘联峰对记者说。

穿着红背心的志愿者陈昌根 65 岁，当巡
检员黄小宝上班时，他和另一个名志愿者覃
志龙守在垃圾分类点，一边协助黄小宝宣传
垃圾分类，一边负责记录每家每户的分类状
况和分数。

枫乔苑小区每个单元都选出了一名楼道
长。64 岁的林家里是其中之一。

志愿为大家服务的楼道长，身兼治安巡
逻员、困难居民联络员、社区信息通报员、环
境卫生监管员、邻里纠纷协调员和文明礼仪
宣传员 6 项职责。

“我们这个单元，有做水果生意的，有在
婺剧团上班的。过去，除了隔壁这家，单元内
其他人不认识，也没说过话。现在楼上楼下，

见了面都会互相问好。”上任后，家住 6 楼的
林家里很快认识了单元内的每一户人家。

借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推进城市垃圾
分类的东风，“问题小区”枫乔苑环境美化的
同时，已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一个充满人情味
的熟人社会。

推进垃圾分类将城市小区变为熟人社
会，熟人社会又助推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给
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抓手。”金东区政府办公
室副主任黄睿说。

这也是来自农村的经验。黄睿告诉记者，
之前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干群关系因此变
得融洽。现在在城市垃圾分类过程中又得到
了印证。

“除了楼道长，还有我们‘茶花姐妹’哟。”
白建兰是楼道长的大组长，也是小区妇女志
愿者队伍“茶花姐妹”的头儿。

据她介绍，鉴于小区业委会以男性为主，
在金华市妇联主席陈雷红的鼓励下，枫乔苑
小区成立了以金华市花茶花为名的妇女志愿
者队伍。

“我们现在有 22 个姐妹。平时早上会有
几个茶花姐妹去巡逻，看看小区哪里的卫生
没有搞好。谁有时间谁去，就跟遛弯一样。邻
里有了纠纷，主任去协调，我们也去帮忙。”白
建兰说。

白建兰拿起手机，当着记者点击了三段
当天“茶花姐妹”微信群里的对话语音。

“六幢前面的角落有脏东西。”
“姐妹们，谁有空去看看要不要通知物

业？”
“物业已经打扫了，已经打扫了。大家放

心。”

浙江金华：市民向农民学垃圾分类

▲巡检员黄小宝帮助居民正确分类垃圾，志愿者随即给该户的垃圾分类状况打分。 本报记者李坤晟摄

新华社沈阳 5 月 20 日电(记者
石庆伟、于也童)19 日，北京世园会
“辽宁日”活动开幕，园内草木繁茂。
与之相称，在相隔近千公里的辽宁
康平卧龙湖，湿地湖水自然交融、成
片的候鸟翱翔天际。从湖水干涸到
水草丰美，通过多年治理，康平卧龙
湖谱写了一曲生态蜕变之歌。

“今年水鸟格外多，生态越来越
好了。卧龙湖是辽宁最大平原淡水
湖，也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
之一，据我观测，来此停歇的候鸟数
量每一年都在增加。”卧龙湖畔的民
间护鸟志愿者高国武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了解到，位于科尔沁
沙地南缘的辽宁省康平县卧龙湖，
近年经过持续大规模生态修复，终
于摆脱湖水干涸、沙尘四起的生态
困境，水面恢复到 120 平方公里左
右，重现水草丰美和千年渔猎盛
景，成为东北生态重要涵养区。

五月初夏时节，记者来到卧龙
湖，看到一群群水鸟在湖内栖息、觅
食。这些精灵时而在水中游弋，时而
在碧空翱翔。

今日卧龙湖 ，水阔鱼肥。从
2013 年开始，康平县每年举行一次
盛大的古法冬捕，再现古老契丹族
千年渔猎盛景。

然而十几年前，由于过度开发、
竭泽而渔，卧龙湖一度干涸，土地龟
裂，沙尘四起，丧失了生态功能。痛
定思痛，从 2011 年 7 月起，沈阳开
启为期 10 年的卧龙湖生态区治理
工程，全面恢复卧龙湖生态屏障功
能，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2012 年，
卧龙湖列入国家湖泊环境保护试
点，中央财政下发专项资金支持生
态修复工程建设。

“全域围封、退耕还湿、涵养水源、建立数字化管控监测
平台……已累计投入近 17 亿元开展生态综合整治，让卧龙
湖重现生机。”康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康平县通过实施卧龙湖生态环境保护试点，开展湿地
恢复、入湖河道整治、水污染控制等工程建设，卧龙湖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生态屏障作用初步显现。
记者了解到，今年卧龙湖生态区将继续实施生态治理，

完成环湖绿化美化、千亩荷花栽植、万亩芦苇荡恢复以及湖心
岛珍禽养殖繁育基地等多个项目建设，预计总投资 94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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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塘村的金华市农村垃圾分类艺术馆里的垃圾分类七字诀。本报记者李坤晟摄

在黄河母亲澎湃而温情的臂弯里，有一首激昂的歌穿
越地底传向天外。曾经的“生命禁区”变成了生命绿地，曾经
的主要沙源地变成了青翠迭起的绿色传奇。它将美丽家园、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梦想和哲学思维，写在了广
袤的中国大地上，为世界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刷
新着中国风采。

1 . 86 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位
于河套平原几字弯里的黄河南岸，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
部，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漠。身处黄河几字形大拐弯的河套地
带，自然具备了发育成长的先期条件，曾经为水草丰美的宜
居之地，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但由于自然和人口地理变迁
的原因，千百年间逐渐荒凉，沙患严重，沙逼人退，又以沙海
著称。辽宁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报告文学专著《春归库布
其》，以全景式的纪实手法对库布其沙漠治理和模式进行了
颇有新意的解读。其中对国家态度和民间热情包括社会力
量相互呼应的生动书写，对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令
人印象深刻。

《春归库布其》勾勒了库布其沙漠的前世今生，在宏大
的时代背景上，突显了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态度和民间意志
整齐勃发的动人场景，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一个国家从上至
下、由下而上众志成城的独特治沙路径，为新时代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鲜活印证。

本书着重从半个世纪前落笔，历史钩沉、现实聚焦扫描
点面结合，曲折有致。上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在相关地域相
继建起了治沙站、林业机构。应“三北”防护林工程而生了 6
个机械化林场，伊克昭盟机械化造林总场就是其中之一，这
是鄂尔多斯地区史上第一个大型国营公益型林场，一直是
率先奋战在库布其沙漠的主力。此后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
台，强力推进了中国生态建设步伐。

《春归库布其》一书对沙漠治理的国家态度、国家工程、
国家调度能力的极为赞许，表达了对国家战略格局深度把
握的价值立场，也传递了生态革命中的中国声音，在今天有
着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

本书在纪实性与文学性努力平衡的基础上，以“地球卫
士奖”获得者王文彪的人生追求为契机，重点描绘了其冒险
创业创造自觉精神，勾描了由数十个团体、个人组成的活
跃、奋斗在治沙一线的人物群像，王明海，赵永亮，高毛虎，
包括远山正瑛，以及斯仁巴布、敖特根花、张向前、王双喜等
一大批沙漠之子和农牧民，他们怀着对故乡深沉的爱，从国
家意志中触摸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希望。他们艰苦
创业，不畏艰辛，前赴后继，始终体现了渴望过上好日子的
热情所催生的巨大生产创造力。在作者的笔下，国家与民众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感人情景真实鲜活可信，重点突出，
层次清晰，并意味深长。其实，中国人从来不乏坚定意志和
奋斗精神，可贵的是，他们种下的每一片绿色里，都迸发着
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看齐意识，绽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
美丽梦想，折射了瞩目绿色发展、天人合一的自觉追求。

(刘玉琴)

沙漠中崛起绿色希望
《春归库布其》全景式

解读库布其沙漠治理

▲这是库布其沙漠中利用黄河分凌减灾的水进行沙漠
生态修复形成的沙漠湿地景色（ 2018 年 6 月 9 日无人机
拍摄）。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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