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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巷街道：率先在全区实施全域垃圾分类试点
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让生活家园更有品质

垃圾分类，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低碳城区的重要抓手。为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今年以来，米市巷街道先行先试，率先在全区实施全域垃

圾分类试点，实现辖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全域覆盖，大大提高了街道面貌、居民居住环境。

这一年，街道坚持目标导向、动态管理，将“三化四分”列入街道“三张清单”及民生实事工程，科学划分7个社区，全面掌握辖区768家垃圾产生单位动

态；这一年，街道广泛宣传、加强引导，开展主题宣传活动37余次，垃圾分类宣传率100%，参与率80％以上；这一年，街道全面开展“撤桶入巷”、“桶盖革命”、

“绿袋入绿桶”专项行动，辖区内8条撤桶入巷道路，共涉及16个点位46只桶，同时街道要求每月自查自改处理“绿袋入绿桶”问题至少50处……

先行先试的米市巷，在行动！

地处拱墅区最南端的米市巷，是杭州市中心老城

区，下辖半道红、大塘巷、沈塘桥、红石板、锦绣、米

市、夹城巷7个社区。有十多年的老旧小区，也有在建

的国际化社区，不同的发展状况却都面临着同一个问

题：垃圾分类难。

“虽然有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很强，但大部分人

仍不了解生活垃圾的危害。”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宋健铭说，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涉及千家万

户，难度极大。“我们必须迎难而上，高起点谋划、高

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为了破解垃圾分类难，米市

巷街道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生活垃圾全域分类试点

工作方案。 

完善机制推进垃圾分类。为在全域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促进垃圾减量管理，维护好居民的居住

环境，米市巷街道将生活垃圾的“三化四分”工作纳

入街道的重点民生实事工程项目中，并且制定了详

细的计划任务书和工作推进清单。同时，明确责任分

工，把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必须突破的工作难题，将实

施情况纳入年底考评，实行社区动态排名，带动社区

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坚持宣传引导相结合。米市巷街道坚持宣传与引

导相结合，主动到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指导，同时

利用社区、楼宇电子显示屏、电梯广告牌、社区微博、

微信，业主群等载体、媒介，开展多种形式的垃圾分

类宣传，并在社区中组织“大手牵小手”“垃圾变废

为宝”“垃圾分类有我小小志愿者”等活动，坚持长

远谋划，从娃娃抓起，培养中小学生垃圾分类“从我

做起，人人有责”的观念，通过孩子带动家长共同参

与垃圾分类。

分区划片联动治理。为避免街道垃圾分类工作的

推进不够彻底，米市巷街道经过研究，将整个街道按

照“南中北”三大片科学划分垃圾管理区域，由街道三

方办、城管科、市场监管所、执法中队及社区对米市巷

街道的垃圾分类进行联动执法，并且充分发挥社区网

格员作用，动态对辖区的商户和小区进行检查，一旦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在实施中，街道初步形成了具有米市特色的

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工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的认

可。” 宋健铭表示。

“年轻人，你不能这么扔垃圾，这袋湿

漉漉的垃圾应该扔到‘绿筒’的餐厨垃圾

里。”每天早上7点左右，家住锦绣社区的钱

静芳总会准时到小区内巡查，每次有人扔

垃圾，她总是能快速判断，这袋垃圾应该

属于哪一类。

几年前，锦绣社区开始创建街道垃圾

分类试点，钱阿姨就踊跃参与，成为了社区

一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垃圾分类做法既环

保，又充分利用资源，而且做起来也不难，

只要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在钱阿姨看

来，经过几年的探索，小区居民的意识明显

提高了。“以前都是乱扔的，现在好多了，连

扔个粽子都知道将粽叶和绳子分开了。”

在沈塘桥社区，每天巡河的工作人员

也多了一项任务：查看垃圾分类点。“看到

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现象，就会第一时间

在微信工作群中拍照指出，并第一时间联

系保洁人员进行打扫分类，真正做到发现

一起，解决一起。”社区工作人员张文超告

诉记者。

生活垃圾集置点路面污水及时清排、

污水管道定期疏通，并对场地定期做好卫

生消杀工作，减少了垃圾处理时的噪音和

垃圾抛洒……在大塘巷社区，曾经困扰居

民的垃圾集运点问题，在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时，有了大改变，焕然一新的垃圾投放

点也让大塘巷的垃圾分类意识更 加根深

蒂固。

“这项关乎民生的大事，除了政府的

积极推动，措施、保障到位，更需要全民

积极参与，积极跟进。”宋健铭介绍，社区

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居民行为习惯的养成，

向居民推广普及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再利

用，让更多的人知晓垃圾分类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垃圾分类”深

入青少年、小朋友的心中，街道各社区还举

行了“从娃娃抓起”、“垃圾分类我先行”、

“环保卫士锦绣行”、“奇思妙想，来米市

做一个小小的创想家”等系列暑期活动，

使孩子们在娱乐中进一步巩固垃圾分类知

识，了解了垃圾只有通过分类，资源才能得

到充分利用，变废为宝。

这个夏天，锦绣社区迎来了学军小学

一年级的环保小卫士们。在社区工作人员

的精心安排下，小朋友进行分批分点的现

场垃圾分类劝导，深深地体会到了“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美丽地球大家齐创”的意

义。而在沈塘桥社区，这个夏天同样以“垃

圾分类”为主题，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小

朋友。

“这 袋垃圾 应该 放进绿筒还是黄筒

呢？为什么环境会被污染呢？”……在主题

活动中，为了让孩子们加深印象，浙工大的

志愿者与社区工作者一起给小朋友解答了

垃圾分类的注意事项和普及知识，并让孩

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画了一幅幅充满正

能量的绿色作品出来。

目前，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米市巷街道以全

面完成辖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全域覆盖为目标，

制定了生活垃圾全域分类试点工作方案，并形成以

社区为单位，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模式。

同时，在“撤桶入巷”工作中，对辖区内出店堆放

的46只桶逐一要求经营户做到“撤桶入巷”。引进5套

智能分类垃圾设备业已在锦绣新村、左家新村投放

使用，提高了社区垃圾分类智能化水平。

不过，尽管目前居民只需完成垃圾“干湿分离”，

即餐厨垃圾、厕所垃圾为“湿垃圾”，其余垃圾为“干

垃圾”，但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仍然说易行难。

“杭州的垃圾分类从10年推行到现在，进步很

大，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难题，米市巷街道也不例外。

一个是投放率不准；第二个是垃圾桶没有盖子，而一

旦给垃圾桶装上了盖子就会出现丢垃圾不愿意打开

盖子，导致垃圾在桶外堆积的现象；第三个就是居民

基本不反对进行垃圾分类，但是真正开始执行时，执

行力却并不高。”宋健铭告诉记者，虽然生活垃圾的

“三化四分”已经在米市巷街道全面推开，但接下来

的工作依然是不容懈怠。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入“撤桶入巷”的专项行

动，取消全街一类道路（重点道路）沿路单位商家所

设置的垃圾桶数量，撤至街巷内的垃圾桶要摆放的

更加规范，最终实现全区垃圾桶符合垃圾分类要求

的标准桶，消除杂色桶、破损桶、异色桶盖、不洁桶

等一系列问题；继续不定时的开展小区的垃圾分类

工作排查，根据垃圾分类的目标任务，结合小区居民

入住人数、小区自身条件，全面做好小区基础设施改

造、队伍组建、分类物资收发、宣传氛围营造、活动

培训开展等各项工作。深化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巩固

辖区垃圾分类成效，突出米市特色，进一步总结经

验，在队伍建设、规范管理、检查监督、考评奖惩等

方面形成长效机制，为全区贡献“米市经验”。

直面“垃圾分类难”
形成米市特色“分类格局”

携手呵护居住环境
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说易行难 任重道远
米市攻坚克难在行动 

垃圾分类我先行

环保小卫士“锦绣行”

文晖中学党员守护辖区卫生

红石板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夏季宣传活动

奇思妙想，来米市做一个小小创想家小小志愿者宣传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黄冰 通讯员 汪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