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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实行垃圾
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
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就在今年 6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联合
印发通知，决定自 2019 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就相关城市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设立了工作目标。

与会专家指出，目前全国整体上垃圾分类覆盖范
围还比较有限，先行先试的 46 个重点城市只占全国
城市数量的 7%。大部分城市只能做到在投放环节配
备分类收集设施，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环节设施配备
普遍不足，相关产业链不强。此外，生活垃圾分类的主
体是城乡居民，一些居民对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认识不足，自觉分类的习惯尚未养成。

对此，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会长王早生认为，垃圾
分类“小事”不小，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政府部门发挥
主导作用，协同市场力量，完善垃圾分类产业链，针对

不同分类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同时，要加强法
治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全民参与的主动性。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海滨
表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应采取全民
参与的社会化分类与利用技能及设备进行专业化分
类的双轨并举模式，且以社会化分类为主，专业化分
类助力。

论坛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张
益对国家有关部委发布的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详细
解读。他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应贯彻“垃圾分类就
是新时尚”和“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的精神，按照
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
制宜的原则，做好对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来自厦门、银川、平湖、安吉等地的代表分享了各
自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代表们一致认为，
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动需要多部门统筹配合，同时充分

调动社会资本与公众的主动性，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
宣传，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常识。

浙江省平湖巿副市长汤洪成表示，平湖抓住生活
垃圾分类这项“关键小事”、民生实事，正着力建立健
全“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机制完善、保障到位、依法治
理”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体系，稳步推进城市垃圾分
类工作。

垃圾分类离不开市场力量的参与，而政策的推
动实施也将打开行业蓝海，目前多家企业正深耕
“垃圾分类”产业。浙江联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永表示，公司以智慧环境产业综合服务
商为定位，不断推进针对垃圾分类的整体解决方
案，开创了智慧垃圾分类的“联运四化模式”，即
以“前端分类多样化、过程管理数据化、因地制宜
减量化、处理利用资源化”为内容，致力达成生活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据了解，由联运
环境实施的杭州余杭区智慧垃圾分类一体化项目于

2017 年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个环境工程科技类
垃圾分类示范项目。

“垃圾分类·平湖论坛”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联运环境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平湖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论坛以“绿水青山秀平湖，垃
圾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旨在为行业提供新的认知视
角、搭建高峰对话平台。

“垃圾分类·平湖论坛”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在浙

江省平湖市举办，与会专家与行业代表围绕城乡生态

文明建设、垃圾分类基本策略、相关政策解读以及实

践案例分享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专家认为，垃圾

分类工作的推动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市场与

企业力量，同时要加大宣传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动

全民参与的主动性。

专家表示，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巨大，若得不到

有效处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垃圾分类能够减

轻环境治理负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广广告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18 日电(记者叶昊
鸣)记者 18 日从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获悉，截至 17 日 15 时，全国消防救援队
伍共营救遇险人员 14165 人，疏散被困
群众 44631 人，参加抗洪抢险、山体滑
坡、台风和城市内涝等抢险救援行动
2725 起，出动消防指战员 28190 人次，
消防车、舟艇 5822 辆(艘)次。

据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国内部分地区抗洪抢险救援面临的严
峻形势，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连
续对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进行实战拉动，
检验应急响应、队伍集结、人装投送、跨
区域增援的能力，共抽检消防指战员
7000 余人，舟艇 670 余艘，装备 20 万余
件套。

今年入汛前，应急管理部部署全国
消防救援队伍统筹调整专业力量，各地
立足快速行进和队伍机动性需要，优化
人员和器材装备运输方式，多数总队配
备了专用的运输车辆，将餐饮车、宿营车
纳入作战编队，增配无人机、救援直升
机、大型挖掘机等装备，为防大汛、救大
灾做好全面准备。拉动过程中，5 个协作
区和 10 个重点流域区总队之间形成了
力量互补、相互支援的工作模式。31 个
省级抗洪抢险救援队在接到出动命令后
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按既定方案集
结队伍，并迅速到达指定地点。

入汛以来，各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洪
涝灾害预警研判情况，积极统筹调配力
量部署，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救援。黑龙
江、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宁
夏等抗洪抢险任务繁重的消防救援队
伍按照应急管理部和消防救援局部署
要求，在重点防汛区域前置抗洪抢险救援力量，以疏散转移
群众和抢救遇险群众为中心任务，最大限度保护人员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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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7 月 18 日电 7 月 16 日以来川东北暴雨不断，
致山洪暴发，达州等多地出现地质灾害；渠江水位上涨，渠县县
城沿渠江部分街道进水，沿渠江流域上百个场镇程度不同受灾。

16 日 8 时至 17 日 16 时，强降雨主要位于巴中通江至达
州万源一带，雨量普遍超过 200 毫米。强降雨造成国道 347
线庙坡到大竹河段(小地名：干龙洞)道路中断，大竹镇胡家沱
段发生大量泥石流，实施交通管制；竹峪镇大陕溪桥冲毁。该
市多处山体垮塌，乡村道路受损严重。

巴河、州河交汇为渠江，渠江水位迅速上涨。在三江交汇
的渠县三汇镇，当地干部 18 日上午拍摄的手机视频显示，沿
渠江数座约 4 层楼高的商住农贸市场已淹没至房顶，瓦全部
被冲走，只剩房梁露出河面，街道在河面以下。渠县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胡超明介绍说，目前渠江未超警戒水位，已组织局
部低洼地带群众避让，渠县整体生活秩序未受大的影响。

目前，万源、达川区、渠县等地 2 . 7 万余党员干部身赴一
线抗洪救灾，已成立 1 万多个小分队投入应急抢险。

川东北大雨致渠江涨水

沿江场镇不同程度受灾

新华社长沙 7 月 18 日电(记者柳王敏、
阳建、白田田、刘芳洲)7 月 17 日，湖南解除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炎炎夏日，长沙晴空
如洗。

前段时期，湖南省遭遇强降雨，湘江告
急！紧急转移群众、日夜不眠抢修决口、马不
停蹄恢复供水供电、迅速进行灾后自救重
建……

面对湘江流域的这场洪水“大考”，三湘
大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打响抗洪抢险、生产自救保卫战。

紧急！洪峰浪尖火速救援

7 月 6 日以来，湖南境内强降雨覆盖面
广、持续时间长，导致湘江干支流沿线城市发
生超警戒水位洪水，部分河段发生超保证水
位洪水，洪峰过境，险象环生。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各级党委
政府迅速响应，干群携手，在洪峰浪尖中，转
移群众，火速救援！

7 月 12 日晚，永州市双牌县五里牌镇在
连续强降雨后，多处山洪暴发。13 日早上，五
里牌镇青山里村大塘善水库杂物堵塞泄洪
口，库内水位迅速升高。

“这里有险情，让我来！”青山里村党总支
书记胡尚华脱下衣服，在滂沱大雨中潜入暗
流汹涌的水里，协助疏通泄洪涵管，排除险
情。

面对滔滔洪水，除了一批批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还有“橙色天使”奋战在最危险的地
方。

12 日晚上 11 点，衡山县城南停车场，4
名小孩和 4 位老人被围困，当时的水深已经
超过普通人的身高。来自衡山县消防救援大
队的蒲杨和四个战友，划着皮筏艇冲进洪水
深处。

将儿童和老人托上皮筏艇后，五个消防
员把救生衣脖子上的安全充气囊全部拉开，
通过浮力在水中“漫步”前行。几百米的距离，
行进异常艰难。蒲杨被水里的障碍物狠狠地
戳了一下脊椎骨，他忍着剧痛前行，直到把受
困群众安全转移。

据统计，此次湖南省降雨过程持续近 11
天，全省 14 个市州均受到洪涝灾害侵袭。截
至 7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全省共有 421 万余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数及需紧急生活
救助人口数 71 . 5 万余人。

暖心！洪水无情人间有爱

转移群众，妥善安置，在无情的洪水面

前，一系列应对灾害的举措，温暖民心。
“照顾得很好，我们很满足。”在永州市零

陵区富家桥镇中学安置点，53 岁的村民王艳
云说。王艳云所在的富家桥镇渔池头村，14

日受洪涝影响，全村几乎成为一座孤岛。王艳
云被紧急转移至安置点，领取了生活必需品，
并进行了体温、血压等初步医疗检查。安置点
负责人说，从渔池头村转移出的群众将会在

安置点生活 3 至 5 天。
作为湖南这一轮洪水的重灾区，衡东县

共紧急转移安置 64834 人，除投亲靠友的人
员外，对暂无亲友可投靠的人员，将其妥善安
置在招待所、学校和村委会暂住。衡东县财政
部门紧急调拨资金 510 万元，购置发放足量
的救灾毛巾毯以及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切实
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洪水突袭，民间救援队也在行动。冷水滩
区杨家桥街道伍家园社区，与湘江仅一堤之
隔，洪水来时，整个社区瞬间一片汪洋。从小
居住在这里的唐新林、唐满园两兄弟，转移群
众、运送物资，他们成为民间救援的一支重要
力量。洪水退去，兄弟俩又主动加入街道清淤
行动中。

希望！干群齐心自救减损

“洪水退到哪里，淤泥清到哪里，消毒跟
到哪里！”16 日上午，湘江祁阳站水位已经降
到警戒水位以下，城市街道、田间地头，清淤、
排水、消毒、灭虫……无数忙碌的身影正奋战
在灾后重建一线。

“消毒工作伴随着洪水来临就开始了，只
要有退水的地方，我们都会尽快赶到。”祁阳
县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唐悃告诉记者，县疾控
中心共出动 10 台消毒车、40 名工作人员，对
城区、乡村进行地面与井水消毒。

洪水退去，农作物受损严重，地方政府正
积极组织动员农户补种、改种，尽量将损失降
到最低。衡东县三樟镇的水稻和特色农产品
黄贡椒受灾严重。16 日，农业专家和乡镇干
部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三樟镇镇长陈佳东介绍说，镇政府正在调运
水稻种子，等洪水退去后马上补种；绝收的黄
贡椒田里，则改种其他蔬菜品种。

在祁阳县白水镇柴塘村，承包了 1200 亩
地种植槟榔芋的李德纯说，他在祁阳县共设
立了 3 个基地，种植槟榔芋 3000 多亩。洪水
过后，这几个基地正忙着排水、除虫等生产自
救。

雨过天晴，攸县莲塘坳镇沿龙村的廖福
成，正在受灾的田地里对秧苗重新播种。刚过
去的这场洪水，冲毁了他种植的 2000 多亩水
稻和 400 多亩瓜蒌田，损失严重。

“不等，不靠，我要勇于直面困难。”面对
沉重的打击，这名 42 岁的退伍军人没有抱
怨，没有退缩，而是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和积极
乐观的心态投入生产自救。

经历风雨，方见彩虹。在洪水肆虐的田间
地头，廖福成和他的插秧机，正在播种新一轮
希望。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杨家桥街道一社区居民自驾船只义务转移群众和物资
（7 月 14 日摄 ）。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

▲在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渔池头村，救援人员转移受灾群众（ 7 月 14 日无人
机拍摄）。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

火速救援在洪峰浪尖中
众志成城缚“水龙”：直击湖南湘江洪水“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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