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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

上城区“三大举措”抓好垃圾分类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上城区坚持社会全面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积极推进家庭垃圾

分类工作,大力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和文明素养,助力打造文明

杭州。

一、办好“大课堂”,强化垃圾分类自觉性。 一是讲好“知识

课”。 在街道、社区开放式党校中开辟垃圾分类知识大讲堂,以易

懂化、趣味化、普适化的方式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转变居民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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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提升居民环保素质。 组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居民参

观杭州垃圾填埋场天子岭,使之成为党员固定活动日、社区青少年

教育的“常规内容”。 二是拓展“宣传课”。 打造垃圾分类主题公

园、宣教中心等场馆,利用社区生态宣传画廊、公告宣传栏以及垃

圾分类卡通吉祥物等途径加强宣教引导,以“一次走访、一册介

绍、一袋发放”形式做好入户宣传和分类指导,广泛普及垃圾分类

理念和知识。 三是上好“实践课”。 成立全市首个“青少年减碳工

作室”,利用青少年寒暑假和节假日社会实践契机,设立“红领巾

督导员”岗,开展“小手拉大手”、“小小督导员”等实践活动,组织

青少年到小区街巷分发倡议书,到居民家中发放绿色厨房垃圾袋,

开展垃圾分类征文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增强青少年家庭

垃圾分类意识。

二、建强“先锋队”,发起垃圾分类总动员。 一是成立“志愿联

盟”宣传队。 由生活垃圾分拣人员、社区保洁人员、再生资源回收

人员、社工、停车收费员、特保等力量组成垃圾分类 “志愿者联

盟”,当好垃圾分类义务宣传员,定期邀请楼道妇女代表传授经验

做法、自制垃圾分类宣传板报并现身说“法”。 新杭州人饶庆德自

编自唱“垃圾分类天仙配”,影响带动了一批居民。 二是成立“分

类之星”示范队。 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小妙招”征集活动,采取妇

联组织推荐和市民自荐的方式,每月由评选小组从征集结果中择

优选出家庭小妙招,每次评选出的小妙招家庭成为“垃圾分类示

范家庭之星”,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发布、宣传、推广,定期组织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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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巡讲,征集成果还将被编制成宣传手册向全

区家庭发放。 三是成立“楼道管家”督导队。 制订民间版《垃圾分

类示范楼道标准》,依托楼道党员力量建立“楼道管家”队伍,探索

垃圾分类群众监督自治模式,营造共同守护生活环境、自觉遵守环

保秩序的浓厚氛围。 湖滨街道低碳达人孙新宝,不仅是垃圾分类

的示范员,还是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坚持每天在居民集中投放垃

圾时间段到点检查督导,成为了上城颇具影响力的垃圾分类“代

言人”。

三、设立“红黑榜”,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 一是完善实名跟

踪制度。 以户为单位,创新探索“垃圾分类实名制”,建立“一户实

名、一袋分类、一日三投、一人监管、一册登记、一栏公示、一纸提

示、一月评比”工作管理机制,对家庭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动态监

督、指导、考核,示范社区垃圾分类的投入率和准确率稳定在 90%

以上。 二是完善奖惩通报制度。 把垃圾分类落实情况作为评选五

好文明家庭和“最美邻里”评选条件,建立垃圾分类“红黑榜”,对

“红榜”家庭作适当奖励,定期通报垃圾分类“黑榜楼道”,进一步

强化垃圾分类道德导向,增强居民垃圾分类自觉。 三是完善责任

追究制度。 针对中心城区老旧小区特点,实行垃圾分类“楼道责

任制”,实现楼道邻里相互监督制约,整体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强

化楼道住户垃圾分类参与度、凝聚力。 目前,全区 384 个小区、242

家机关事业单位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总量增速下降。 〔上

城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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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四化”并举擦亮德育工作金名片

淳安县通过合理定位、精细化打造、动态化管理等形式,培育

校园文化,充实德育工作内涵,擦亮学校德育工作金名片。

一、推动德育教育现场化。 淳安每年选择在不同德育特色的

学校召开不同主题的德育现场推进会,分别围绕责任教育、红色文

化、书香校园、瀛山文化等主题推进德育工作。 2017 年,全县中小

学德育暨校园文化建设再推进工作会议安排在管理精细、校园文

化浓厚、德育成效明显的宋村小学召开,近百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

会议。 通过这种深入学校一线,结合学校德育亮点的现场活动,让

德育教育看得见,摸得着,德育活动不再是虚无缥缈,而是实实在

在,学校德育工作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实在工作。

二、推动校园文化特色化。 按照因校制宜、分类培育的原则,

突出区域特点和条块设置,先后培育了以“励志”为主元素的威坪

初中励志文化、以“茶”为元素的鸠坑小学的“茶文化教育基地”、

以“陶艺”为元素的新城小学“陶艺基地”、以“红色”为元素的中

洲镇小“红色文化基地”等,着力构建“一校一品”的育人环境。 在

走特色化的进程中,注重内容和形式结合,给学生仪式感,把学校

特色文化根植于心。 比如每年的清明节,中洲镇小都会和隶属中

洲镇的“中国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共同举办纪念活动,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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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把握当下。

三、推动文明养成生活化。 从细节入手,充分利用学校的墙

面、走廊、绿地、宣传窗等阵地,通过制作精美的雕塑、醒目的标语、

雅致的长廊及美丽的景观,把文明宣传融入一石一瓦、一墙一室、

一草一木中,营造出一种在校园生活中文明渗透无处不在的氛围。

开展“我是文明校园小卫士”、“文明校园我先行”、“美丽校园我来

扮”等活动,让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学生校园

主人翁精神,把校园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推动考核评比动态化。 为客观评价全县中小学教育教学

业绩,淳安组织教育局督导室、教育科、学校代表进行德育考核内

容的专题讨论协商,以全面覆盖、化繁为简、利于操作、公平合理为

原则,通过“领导掌控+过程掌握+现场考核”的动态管理模式对学

校进行年度的德育业绩评价,不仅激发了各中小学校的竞争意识,

更为学校素质教育进行了全面破题和实质推进。 动态化考核倒逼

学校德育工作进行动态化、常态化管理,学校德育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淳安县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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