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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姜微、杨有宗、郑钧天、王默玲

仲夏，消费回暖，夜市升温，上海的街头
巷角越来越热闹。无论在大马路还是在居民
小区，市民群众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环境更加
整洁有序。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2019 年 1 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经
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并于当年 7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

一年来，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四个
桶”，垃圾分类已成上海市民的自觉行动。从
“新时尚”到“好习惯”，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
自治共治和“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用
“绣花功夫”治理超大城市的生动剪影。

从前端到末端

“三增一减”彰显分类实效

在上海静安区余姚路上的美联大厦，湿
垃圾桶上方加装了破袋器。居民娴熟地将垃
圾袋划破，湿垃圾倒进桶内，袋子则扔到一
旁的干垃圾桶。“垃圾分类刚开始，挺头疼，
现在越来越习惯了。”小区居民张颖说。

夏季，温度升高，小区所在的曹家渡街道
对辖区内 92 个小区的垃圾箱房加装破袋器、
除臭喷壶、洗手装置“三件套”，进一步巩固分
类效果。

垃圾分类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维系着市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一
年来，垃圾分类给上海社区面貌和生态环境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今年 5 月，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日均
6266 吨，同比增长 89 . 2%；有害垃圾分出量
从分类前的每天 50 公斤提升到 3 . 1 吨；湿
垃圾日均分出量同比增长近六成；干垃圾日
均处置 15351 吨，同比下降 25 . 4%。上海全

市 1 . 3 万多个居住区，分类达标率由 2018
年底的 15% 提高到 2019 年的 90%。

“三增一减”取得有害垃圾及时分离、生
活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成倍提升的实效，关
键就是从前端到后端，“全链条”发力、“闭环
式”管理。

“我被市民问到最多的问题是，‘前面分类
做好了，后面运输会不会混到一起，分类只是
做做样子？’”长期关注分类的上海市人大代表
许丽萍说，分类后的中间运输和末端处置尤为
关键，直接关系分类成效和市民积极性。

在上海城投环境集团徐浦基地，一排排
白色的集装箱层层堆叠，形成一道独特的“垃
圾箱墙”。这些集装箱专箱专用、分类运输，每
个可容纳 12 吨左右的生活垃圾。每天有约
3000 吨至 3500 吨的生活垃圾，经过黄浦江、
大治河被转运到末端的老港基地处理。

上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曙杰
说，响应垃圾分类，企业建立了“全程分类保
障体系”：前端，推动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
源系统“两网融合”；中端，依托区级中转站和

徐浦、虎林两大转运基地，确保分类收运规范
有序；末端，为多种固体废弃物提供利用、处
置方案。

“经过一年的努力，上海共建成‘一主多
点’共 18 座末端处置设施，干垃圾焚烧和湿
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每天达 24350 吨。”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今年上
海将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破解
“垃圾围城”之困。

从“新时尚”到“好习惯”

百姓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走出家门没几步，打开公共阳台上的管
道井盖，投入的垃圾自动坠落到楼座底部的
垃圾箱房。对于长宁区茅台花苑小区居民来
说，扔垃圾原本是件轻松事。

垃圾分类，意味着小区 300 多个楼层的
管道井全部封闭，扔垃圾须分类、定时、定
点。“尽管扔垃圾变麻烦了，但楼道内散发的
臭味消失了，小区更干净了。”小区居民孙阿
姨说。 (下转 2 版)

演 绎 新 时 尚 答 好 治 理 卷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效果追踪

新华社记者王长山、杨静

50 岁的藏族群众斯那定主
童年生活是苦涩的，能吃到几分
钱一颗的水果糖，就是最大的幸
福。去年，他家通过开民宿、卖弦
子等收入近 10 万元，“这在当年
可是天文数字。”今昔对比，斯那
定主感叹不已。

从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
到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斯
那定主生活的变化是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广大群众生活变迁的缩
影。现在，困扰雪域高原的绝对贫
困一去不复返，广大农牧民在党
的政策的阳光下，品尝着脱贫后
甘甜的滋味。

告别绝对贫困的生活

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
地方”，融雪山、峡谷、森林、草甸、
湖泊等于一体，是世人追寻的“世
外桃源”。

但与美丽风景相伴的却是令
人哀愁的贫困。迪庆州总人口 41
万，少数民族人口占 88 . 3%，是
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生活不好，景色再美也没心
情看。”香格里拉市五境乡 84 岁
的藏族老人此里卓玛说。帮地主
家种地，一双鞋子干活时挂在肩
头不舍得穿，火塘上的锅和铁架
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小时候
的情景仍藏在老人的记忆里。“如
今住大瓦房、瞧大电视，一年赚好
几万元……”提起现在老人神情
激动。

斯那定主的家在德钦县佛山
乡江坡村，与梅里雪山隔江相望。
当年，村民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
的愿望，“穷”成为生活的主题。斯
那定主说，随着国家加大帮扶力
度，尤其是精准扶贫以来，大家的
生活变化明显。

2018 年，在有关方面帮助
下，斯那定主等村民办起了民宿。
2019 年，斯那定主全家通过开民
宿、卖弦子等收入了近 10 万元。
坐在民宿的落地窗前，看着圣洁
的雪山，斯那定主说，日子真的变好了。

“近年来，迪庆 7 . 2 万余名群众摆脱了绝对贫困。”迪庆
州扶贫办副主任班玛老家在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当年
村民生病，要骑马 1 个小时才能到乡卫生院。“现在家门前就
是水泥路，不养骡马，改为买摩托和汽车。”

“举全州之力，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落实党的
政策，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就业扶贫、生态扶贫等九
大工程。”迪庆州委书记王以志说，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县
市摘帽退出，贫困人口从 2015 年的 74139 人减少至 1579 人，
贫困发生率从 24 . 95% 降至 0 . 53%，147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迪庆藏区实现整州脱贫。

住安全稳固的房屋、通水泥路、有稳定的产业……像斯那
定主等村民一样，迪庆藏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王以志说，群众挥别绝对贫困，共享发展成果，生活在
明媚的阳光下，迪庆真正成了“吉祥如意的地方”。

飘扬起红色的党旗

“阿妈，你家去年享受多少补贴？”
“加起来 1 万多元吧。”
……
村干部和此里卓玛的对话声清脆入耳。钱算清后此里卓

玛笑得合不拢嘴：生活变好了，没想到政府在我们身上花了这
么多钱。这是迪庆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中对比算账的场景，让
群众明白了惠在何处、福从何来。

“感恩服务队”来帮春耕、党员干部来指导种辣椒……“小
时候苦啊！哪有人管我们死活。现在，党中央惦记着我们，党员
帮着我们。”谈话间，老人双眼湿润。

2017 年 5 月，五境乡脱贫户格茸牵头成立“感恩服务
队”，开展志愿活动，到田间地头宣讲各项惠民政策，引导群众
感党恩、图自强、谋发展。迪庆州委组织部部长王云松说，全州
有 60 多支“感恩服务队”，成员 2400 多人，他们结合自己生活
变化来宣讲党的政策，帮扶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解决实际
困难。

“感恩服务队”只是发挥党员作用举措的代表。王以志说，
迪庆州建立党委牵头、支部领头、党员带头的机制，实现党建
扶贫双推进。

在维西县叶枝镇同乐达村，村口停放着一辆辆货车、小汽
车和摩托车，通往各家小路干净整洁……这个昔日“看山愁、
望水忧，谈发展、皱眉头”的贫困山寨变了容颜。

“有个好的党组织，才有现在的变化。”村民和国强说，党
员干部带头发展产业，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 4 个党支部，走出
“党总支+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脱贫路子。

不仅如此，迪庆州在产业扶贫过程中也充分发挥党员能
人的带动作用，将党组织建设深度嵌入到产业发展中。香格里
拉市副市长史丽平说，江边等 5 个村建立 5 个产业党支部，多
层次打开产品销路。“党员致富带头人主攻农产品加工，开发
出 20 余种农产品，带动贫困群众就业。”

迪庆州按照把党员发展为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发
展成党员，把党员致富带头人发展为村组干部的思路，加强培
养致富带头人，全州致富带头人有 1173 名。

王以志说，加强党建引领，凝心聚力促攻坚，实施藏区党
建红旗工程，让党旗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在雪域高原。

端起绿色的生态饭碗

在维西县塔城镇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里，63 岁的村民余小
德要经常给滇金丝猴“送餐”，“猴子一听到我的声音、哨声，就
会从林子里出来。”余小德说，生态保护好了，猴子数量增加
了，我们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年轻时，砍树、打猎是获取收益的方式；现在，当护猴员、
护林员保护山林，一样有收益。余小德是众多吃上生态保护饭
的村民的代表。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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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玲玲、裘立华、方问禹

常山，浙西山区小县，“八山半水分半
田”，是浙江省 26 个加快发展县之一。这里
曾经天然“慢”，群山遮挡视野，发展节奏趋
缓，最显见的资源是石头，但开矿采石之路
越走越窄。

依旧是“慢城”，却跑出“加速度”。奋进新
时代浪潮中，常山先天不足后天补、软实力填
补硬短板，凝心聚气打造“国际慢城”，探索资
源小县“无中生有”式的加快发展之路。

小县“慢城”快节奏

有位知名企业家说，赛跑时，当你怎么跑
都跟不上别人的时候，不妨掉头跑试试。先天
缺乏资源的常山，就做出这样的尝试。

都说城里节奏太快，“灵魂跟不上脚
步”，天然慢的常山，能不能以“慢”取胜，打
造一座慢城？

2017 年 11 月，在挪威于尔维克市召开
的国际慢城联盟总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常

山正式跻身国际慢城联盟成员，成为中国第
七个“国际慢城”。

慢城是 1999 年开始在国际上兴起的一
种新城市模式，主要突出宜居：有独特的地方
感，健康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和悠闲舒适的
社区生活。目前在欧洲，慢城已有相当规模，
更多城市开始加入慢城协会。

论“慢城”建设，常山反而摇身一变，具有
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

常山县城东部有 30 多平方公里区域内
山体以低丘缓坡为主，南侧江岸线长达 7 公
里，北端三衢湖库容达 1500 万立方米，另有
八里塘水库、山坞水库、虹桥溪等诸多水系资
源，植被丰厚，生态资源丰富。

小县大手笔，慢城快节奏。当地干部说，
“慢城”并不意味着将时钟拨回到过去，让人
们过“博物馆中的生活”，而是站在群众需求
的视角，融合现代和传统元素，建设生活品质
之城，借此打开发展新空间。

鲜有知名景区，全域好生态就是核心资
源。常山牢牢抓住生态优势，进一步夯实比

较优势，全面推进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
提升，连续 2 年获得“全国百佳深呼吸小
城”，出境水水质领跑钱塘江流域 34 个县
（市、区）。

缺乏奇山险水，就围绕运动做文章，打造
“华东地区朝气蓬勃的活力高地”。常山以赛
事活动为龙头，连续承办中国山地自行车公
开赛、中国皮划艇巡回赛等国家级体育赛事。
因为活力迸发，常山县与意大利多个城市建
立友好交流城市联系。

“心安何处，慢城常山”。随着国际慢城建

设富有成效、知名度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来到
常山享受慢生活，却给当地发展带来快节奏。

“伤心胡柚”变“金柚”

全面小康路，山外故事多。一些深山老林
里的农产品，以往“锁在深闺无人识”，如今在
大市场奇货可居，凸显“优农红利”。

依托仅有的农业资源，能不能做精做大？
常山又把目光转回到胡柚身上。

胡柚，曾是常山的金名片，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远近闻名，直至 80% 的农民种植胡
柚，形成“十万人、十万亩、十万吨”规模。但与
不少传统农产品一样，因为不注重品质提升、
宣传，胡柚一度滞销、衰落成柚农“伤心果”。
随着果农大片砍掉柚子树，常山胡柚也渐渐
被冷落遗忘。

走出群山谋发展，“伤心胡柚”变“金
柚”。常山紧跟时代步伐，提出振兴发展“常
山三宝”（胡柚、山茶油、食用菌）行动计划，
把常山胡柚作为“第一宝”来抓，深挖“优农
红利”。 (下转 2 版)

“慢城”常山跑出“加速度”

▲图为常山县城。 (李志强摄)

“这次暴雨引发泥
石流，冲毁了家里的一
面墙，冲走了不少东西。
多亏了干部们帮忙，现
在成堆的泥沙已经被清
理干净了。”25 日下午，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莲
云乡平岗村村民李栋梁
忙着清洗物品，“家园损
毁了还可以重建，家人
安全是最重要的。”

泥石流肆虐过的痕
迹，在李栋梁家随处可
见：整面墙壁被冲毁，临
时用几根木头支撑，确
保房屋安全，院内摆放
着从泥沙里刨出来的杂
物，桌椅板凳和盆盆罐
罐上还有泥沙。

李栋梁说的泥石流
发生在 15 日夜间。“山
区地质灾害比较多，村
里提前通知我们要‘住
上不住下’。我家是二层
楼房，泥石流来得很快，
一层淤积的泥沙超过 1
米 ，幸好家人住在二
楼。”李栋梁告诉记者，
泥石流发生后，干部们
很快就到家里来查看，
并联系安排挖掘机、装
载机和工程车，帮忙清

理家里的泥沙。与此同时，家人也被转移到离
家 3 公里外的安置点。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从 6 月 2 日
到 23 日，累计降水量是历史同期的 4 倍多。
因灾严重损坏农房 37 户 77 间。强降雨致 5 . 7
万多人受灾，转移群众 4400 多人，无人员
伤亡。

“为了确保不发生重大防汛安全事故，我
们结合山区防汛特点，积极开展‘移床、转移、
锁门’三项行动，全面落实‘住上不住下、住前
不住后’和‘小雨不休息、大雨走亲戚’等避险
措施，并第一时间安排抢险救援，尽力消除每
一处隐患。”安庆市委常委、岳西县委书记周
东明说。

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大别山区一些河
流、水库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各地提前部署，
精细调度水库调控洪水。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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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卓雍错风光（6 月 25 日摄）。位于西藏山
南市境内的羊卓雍错，湖面海拔 4400 多米，自
然景色美丽迷人。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美丽羊卓雍错
这是 6 月 25 日拍摄的新疆喀纳斯景区风光。

夏日的新疆喀纳斯景区，森林、草原、湖泊景致秀美，
引人入胜。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夏日喀纳斯

▲ 6 月 26 日，市民扫健康码登记后进入武汉市人民剧院。
 6 月 26 日，市民在武汉市人民剧院观看汉剧《状元媒》。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6 月 26 日下午 1时 30 分，武汉市人民剧院迎来了阔别 5 个多

月后的首场线下演出。当日，武汉市中心 7 家剧场恢复开放，各大
文艺院团恢复线下演出，市民将再次坐在剧场内观看“戏码头”上
群星云集、百戏荟萃。记者从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此次 7
家恢复开放的剧场包括武汉市天一戏院、人民剧院、楚乐戏苑、中
南剧场等。 （记者喻珮、廖君）据新华社武汉 6 月 26 日电

武汉“戏码头”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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