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手把手教学 两周后四分法见效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42个居住小区超一半实行垃圾分类和“双定”投放

“回收一吨废纸，可制成约850公斤好

纸；一吨废易拉罐，可炼成约一吨好铝；一

吨旧塑料瓶，可回炼约600公斤柴油；厨余

垃圾能变成有机肥料……” 这是长宁区程

家桥街道垃圾分类宣传册所描绘的 “垃圾

的旅程”，图文并茂，通俗易识记。

程家桥街道共有42个居住小区， 从去

年10月18日起陆续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分

类， 至今已有22个小区实行了垃圾定时定

点分类投放。 预计今年9月底，程家桥街道

八成居民小区将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

类投放。

居民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是垃圾全程

分类的重中之重。昨天，记者实地探访两处

先行实行垃圾分类的社区， 一探居民参与

情况。

每天总垃圾减量率超过50%

虹桥路2293号的警备区第四干休所小

区是1987年的部队小区，面积不大，环境整

洁。这里从今年4月18日起正式推行垃圾分

类———10幢楼原来放置的垃圾桶同步撤

除，74户200位居民统一到小区门口垃圾箱

房分类投放垃圾。

这座3月底刚改造的封闭式垃圾箱房，

按照四分法设置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隔间， 投放口都有脚踏板开关；每

天上午7时30分至9时30分、 下午4时30分至

晚7时定时开放；箱房旁设置洗手池，配有洗手

液和消毒液，方便居民洗手清洁。

居民戚道纶阿姨拎着在家分好的一小包

湿垃圾和一小包干垃圾走来， 分类扔进投放

口，最后还不忘把装湿垃圾的小袋子投进干垃

圾桶，动作很是娴熟。 “我基本一周时间就掌握

了分类方法，两周熟悉，后面都是自然而然的

事了。 ”戚阿姨坦言，“刚开始也不习惯，嫌麻

烦。居委会干部和培训老师给我们讲解不同垃

圾的不同处理方法———湿垃圾可以分出来做

肥料，分类对大家和环境都好，那就分！ ”

小区所在的程家桥街道程桥一村居委会

书记董佳艳介绍， 小区里很多老人需要长期

照料，小区约有25名家政员。为帮助老人和家

政员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除了最初一次全覆

盖的集中培训外，居委会还印制了字体大、图

文并茂的宣传资料，挨家挨户送上门，并反复

上门宣传分类知识。

干休所部队官兵、居委会干部、物业工作

人员和热心居民组成志愿者团队，每天1-2人

值守在垃圾箱房前，“现场教学” 手把手教居

民分类后投放。 居民志愿者林竞每周“上岗”

一至两次，她回忆，“刚开始是有人分得不好，

也不太想分；但从6月开始，志愿者逐渐减少，

大家基本都能在家分好类再过来倒垃圾。 ”

董佳艳介绍， 推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

放以来，居民100%都支持，基本上都能准确

投放，物业和志愿者稍微辅助分拣即可；垃圾

减量效果明显， 整个小区每天能分出两桶纯

湿垃圾，每天的总垃圾减量率超过50%。

一户一份“垃圾分类档案”

在程家桥街道，紧邻的上航新村和高登

花园小区共用的垃圾箱房 ， 近来成了 “明

星”———两小区去年10月18日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以来，已有近70批次

各省市、全市各区代表团前来“取经”学习。

这里的“真经”是什么？

上航新村是程家桥街道首个试点开展生

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小区，也是“两网融合”（城

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两个网络） 建设

试点小区。 上航新村和高登花园分别始建于

1989年和1990年，内部连通，共用一个垃圾箱

房。两处共有332户居民，有99户的房屋出租，

其中43户租户是航空企业员工。

新改建的“明星箱房”是封闭式，外表以

绿蓝为主色调，涂有各类垃圾标识、代表物及

卡通图画，四类垃圾对应的收运单位名称、电

话、收运时间，以及垃圾分类意义和绿色账户

介绍等。 箱房旁是一台“绿色账户”自助兑换

机和“绿色账户”积分兑换物品展示柜。 箱房

对面球场的栏网上“信息量”更大———挂着垃

圾分类意义宣传板、《垃圾都去哪儿了》 图文

介绍、小区分类垃圾历程的图文记录、垃圾分

类投放承诺书签名墙、 每日垃圾回收利用重

量公示、垃圾分类至今每月收集的重量信息、

垃圾产生量和资源化利用率图表分析等。

上航新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朱雪菊介绍，

分类前准备了三个月左右，挨家挨户签订居民

分类承诺书，发放宣传资料和垃圾桶，组织居

民文体团队自编自演垃圾分类小品等节目，走

访周边房产中介公司并请其协助向房屋租赁

双方宣传垃圾分类，走访东航、春秋等租住户

工作单位请其向员工宣传分类垃圾，改造垃圾

箱房……其中很多时刻都以图文形式记录在

宣传栏里。

万事俱备后 ， 两小区正式推行垃圾分

类。 小区党员志愿者每天汇总记录垃圾分类

台账，包括箱房收集的各类垃圾重量 、居民

投放数量和频率、乱扔垃圾居民劝导记录等

内容 ， 最后形成一户一份的 “垃圾分类档

案”。 在此过程中，居委会干部、居民区党员、

租户和中小学生等组成志愿者团队，分批值

守并巡检小区，指导居民分类和投放。 很多

“夫妻档”“姑嫂档”“老乡档”“婆媳档”“亲子

档”居民齐上阵，志愿推动垃圾分类。

这里的垃圾箱房每天上午7时至10时、下

午5时至晚上8时定时开放。昨天上午9时30分

前后，有四位居民陆续来扔垃圾，都很自觉地

分类投放，最后把湿垃圾袋子扔进干垃圾桶。

有的扔完到箱房一侧的水池洗手， 有的拿着

绿色账户积分卡找一旁的志愿者扫码积分，

流程十分熟悉。 居民周琴芳从去年10月至今

一直在做垃圾分类志愿者，“从不习惯到习惯

最多三个月时间，后面都不用帮忙了，基本上

都分得很好。 ”她说，“旧箱房又脏又臭一塌糊

涂，大家躲着走；现在干净又有绿化，这里可

热闹了，居民都来乘凉聊天。最近小区还建了

好多绿化，大家争着认建认养。 环境好，我们

有面子很自豪，心情也舒畅。 ”

■本报记者 李静

在上航新村垃圾分类点，居民自觉将垃圾分门别类，并准确投放至相应垃圾桶内。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青年“双赛”助力“上海制造”
本报讯 （记者蒋竹云）创新创业追逐青春梦想， 挖掘人才

赋能 “上海制造”。 为激励扶持上海产业青年成长成才， 全力

打响 “上海制造 ” 品牌 ， “2018 上海市产业青年创新大赛 ”

（以下简称 “产业青创赛”）、 “2018 年中国技能大赛———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职业技能竞赛” （以下简称 “职业技能竞

赛”） 近日联袂启动。

两项比赛各有侧重， “产业青创赛” 由中共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共青团上海

市委员会、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指导 ， 共青团上海市经济

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主办， 主要面向全市相关产业领域的青

年创新人才， 注重鼓励青年创新， 扶持优秀创新成果； “职

业技能竞赛” 则由中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主办， 主要面向市经济信息化系统青年高技能人才， 注重打造

“青年工匠”。

本次 “产业青创赛” 以 “青年创新· ‘智’ 在未来” 为主

题， 发掘培育符合上海产业发展导向的创新项目和青年团队。

大赛按人工智能和城市运行、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 物联网

和智慧城市建设三个领域分类进行。

“职业技能竞赛” 分为航天航空、 研发制造、 电力、 石油

化工、 信息通讯等 5 个行业专场， 共设焊工等 11 个竞赛项目。

比赛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鉴定、 各类市级、 共青团荣誉直通车

及 “首席技师” 优先参评资格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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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 不仅要在家

分， 上班也要分。 在浦东新区

成山路机关办公点， 楼外空地

上有一座开放式小房子， 里面

有一套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

理设备 ， 每天被分类出来的

餐厨垃圾通过压缩 、 脱水 、

粉碎 、 发酵等多道工序后 ，

就会变成绵密细腻的有机肥。

正在操作设备的工作人员介

绍 ， 办公楼食堂每天约产生

300 公斤餐厨垃圾， 都可以在

这里 “变废为宝”， 储存在机

器内的垃圾每隔五天就会转化

为有机肥料， 质量大约是原来

的 10%到 15%。

“这些餐厨垃圾不再需

要外运 ， 而是就地消化 ， 有

机 肥 直 接 用 在 园 区 的 绿 化

上。” 浦东新区机关事务管理

中心副主任黄令真表示 ， 正

是亲眼看到了后端处置的成

果 ， 许多楼道内的工作人员

都能主动在前端分类 ， 用餐

后的纸巾 、 牙签 、 酸奶盒等

垃圾 ， 专门挑出来扔到干垃

圾桶内。

在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推进

过程中，党政机关应起到表率

作用。 日前召开的上海市党政

机关等公共机构单位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会介绍，目前

市、区两级党政机关四分类垃

圾桶配置及分类标识张贴已基

本到位。 2018 年底，全市公共

机构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

标率力争达到 100%。

会上透露， 目前全市 120

家市级单位共配备分类垃圾

桶 3748 个， 其中 ， 可回收物

698 个、 有害垃圾 369 个、 餐

厨等湿垃圾 665 个 、 干垃圾

2016 个 ， 基本满足各单位日

常垃圾分类所需。

另外，全市 1103 家区级党

政 机 关 配 备 分 类 垃 圾 桶 约

11670 个， 其中，114 个机关集

中办公点， 分别签订餐厨垃圾

处运协议 114 份，有害垃圾处运协议 88 份，可回收垃圾处运

协议 92 份。有九个区已完成分类垃圾桶进机关办公室的工作

部署，有七个区推进实施了共计 17 个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试

点项目，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处运要求基本落实到位。

不过， 在机关单位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 仍存

在一些短板。 今年初， 市机管局牵头对 120 家市级机关垃圾

分类工作进行检查， 上月初市委督查室将垃圾分类作为单位

节能工作内容又对三个区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从检查情况

看， 虽然垃圾分类形式上初步实现了全覆盖， 仍存在分类设

施不规范、 实效不佳等问题。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 开展垃圾分类需要一定的硬件设施

与之相配套， 比如单位的办公和经营场所应设置有害垃圾、

干垃圾收集容器及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或投放点； 有食堂或无

食堂但集中供餐的单位， 在食品加工及就餐区域应设置湿垃

圾、 干垃圾收集容器等， 且容器和设施的分类标识要统一、

规范、 清晰。

暖心建议助“高龄悬空老人”接上地气

静安区政协通过大调研摸清“楼上的老人”实际生活困难：85.27%表示
“无法自行下楼”，73%以上不能洗衣、烧饭、洗浴清洁

“楼上的老人 ”过着一种我们所不了

解的生活。 静安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针对 80 周岁以上、 居住在无电梯的老式

小区三楼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专题调研，

被调研组称作 “高龄悬空老人 ”的这个群

体所呈现出的生活状态，恐怕是大部分人

都料想不到的。

静安区民政局表示 ， 将采取多种措

施，满足“高龄悬空老人”的健康和养老服

务需求。

他们，在闹市之中“与世隔绝”

调研组对静安辖区的 “高龄悬空老

人” 做了入户调查， 在各街道随机取样并

发放问卷， 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224 份。 结

果显示， 身居闹市的 “高龄悬空老人” 绝

大部分可以用 “与世隔绝 ” 来形容 ：

85.27%的调查对象表示 “无法自行下

楼”，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对接社会上的各

类健康养老服务； 不能下楼、 不能洗衣、

不能烧饭 、 不能洗浴清洁的老人都占到

73%以上。

年轻人 “宅” 在家， 靠一部手机就能

活得很自在 ， 但 “高龄悬空老人 ” 的

“宅” 很多时候是被动的。 超过七成的被

调查者由于不能拨号等原因 ， 连电话都

无法使用 。 调研人员认为 ， 当他们遇到

危及生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 ， 向外界求

助并获救的机会低于常人。

他们的日常还与疾病相伴 。 92.86%

的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 ， 存在不

同程度听力障碍或视力障碍的老人均超

过半数 。 在被问及 “过去一个月使用过

哪些医疗服务项目” 时， 高达 70.85%的

老人回答 “用药拿药服务”； 此外， 静脉

注射和检查化验的需求人数分别达到

16.07%和 20.33% 。 事实上 ， 配药 、 打

针 、 化验占据了他们对医疗服务项目的

绝大部分需求量。

约有 65%的被调查者丧偶 ， 超过一

半的丧偶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 但是，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子女也都已经或即将步

入老年， 无法全部承担照料服务的责任。

55.8%的老人表示 “在日常生活中会感到

情绪低落”， 能够接受无人陪伴状况的被

调查者仅有 5.8%。

77.68%的老人有意愿置换
低层房或电梯房

调研组将 “高龄悬空老人 ” 的健康

和养老需求分作三个层次 ： 一是满足日

常基本生活需要的 “保障型服务需求 ”，

主要包括助餐 、 助浴 、 助洁等基本生活

服务和必需的医疗 、 护理服务等 ； 二是

提高生活质量的 “提升型服务需求”， 主

要关注精神层面 ， 包括日常陪伴 、 精神

慰藉 、 心理疏导等等 ； 三是在发生紧急

情况时的 “紧急救助需求”， 包括突发疾

病的急救医疗、 火灾报险 、 110 报警等 。

调研组提出 ， 不论是不是独居 ， 有没有

子女亲属 ， “高龄悬空老人 ” 都会面临

因突发事件所导致的安全风险 ， 这种风险

是有不确定性的。

调研报告给出了关爱 “高龄悬空老人”

的几大建议 ， 包括畅通需求信息渠道 、 推

广信息化应急救助系统 、 解决老人 “下楼

难 ” 问题 ； 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 重视

老人的精神需求 、 重视家庭养老伦理观念

的重构。

对于解决 “下楼难” 问题， 公共服务中

已有不少尝试 ， 比如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 条件不允许的则采用爬楼机等等替代方

案， 或者通过志愿者、 社会组织等力量帮助

老人出门行走。 但调研组在报告中提出了一

个新的设想： 对于那些尚有行动能力的 “高

龄悬空老人”， 能不能通过房屋置换的方式，

帮助他们 “接地气”？ “高达 77.68%的高龄

悬空老人有置换低层房屋或者电梯房的意

愿 ， 但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 。” 报告建议 ：

“对于有意愿的老人， 政府可以通过搭建信

息平台， 帮助他们物色合适的房源， 并给予

适当的税收优惠 ， 鼓励他们通过 ‘以大换

小’ ‘以近换远’ 等方式置换合适的低层住

宅或电梯房。”

“互联网+”养老服务正在探索

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张海翔介绍 ，到

2017 年底，静安区户籍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达

到 36.4%，全市排名第五；照目前的老龄化速

度，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就将超过 40%。 养老

问题因此近年来已成为政协委员始终保持高

度关注的议题， 静安区民政局今年共收到涉

老提案 13 件，其中主办 10 件、会办 3 件。 这

份针对“高龄悬空老人”的研究，功课做足，所

提意见也非常有针对性。

针对 “悬空 ”、独居等特殊老年人群体 ，

静安区已有一些服务正在开展和优化。 比如

今年实现辖区全覆盖的爬楼机服务———根

据多层无电梯住宅的布局，民政部门在全区

设置了八个服务站点 ，统一服务队伍 ，由经

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帮助老人操作爬楼

机。 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服务 3372 人次。

信息化应用的探索也在进行中，区级综合

为老服务信息平台一期正在建设。 张海翔表

示，平台将探索“互联网+”养老服务应用，促

进为老服务信息数据共享， 指导各街镇开展

老年人远程健康监护、紧急救援、居家安防、

学习教育等技术应用。目前，一些街镇已在尝

试用信息化手段提供养老服务， 比如临汾路

街道结合区大数据城市管理应用项目， 借助

物联网技术， 为高龄独居老人免费安装生命

体征与安全监测系统； 彭浦新村街道通过智

慧服务平台，对孤老、重病等特殊群体重点关

爱；江宁路等五个街道建设了为老服务结算系

统，实现街道辖区为老服务“一卡通行”。

持续多年的“老伙伴”计划，是为高龄老

人提供精神关爱的重要举措 。 静安区现有

3580 名低龄老人志愿者， 他们与全区超过

1.79 万名高龄独居老人结对， 为后者提供日

常关爱服务。 区内 1500 名无子女、残障的空

巢老人，则由巡视员进行重点关爱。此外，“居

家喘息服务”、 辅具租赁、“家庭照料者培训”

等为老服务项目， 也在多个环节为老人筑牢

保护屏障。

■上海推进垃圾分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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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博臻

■调研组将 “高龄悬空老人” 的健康和养老需求分作三个
层次： 一是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的 “保障型服务需求”， 主
要包括助餐、 助浴、 助洁等基本生活服务和必需的医疗、 护
理服务等； 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 “提升型服务需求”， 主要关
注精神层面， 包括日常陪伴、 精神慰藉、 心理疏导等等； 三
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的 “紧急救助需求”， 包括突发疾病的急
救医疗、 火灾报险、 110报警等

■调研报告给出了关爱 “高龄悬空老人” 的几大建议： 畅
通需求信息渠道、 推广信息化应急救助系统、 解决老人 “下
楼难” 问题； 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重视老人的精神需求、

重视家庭养老伦理观念的重构

■本报记者 钱蓓

“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

制度昨在上海启动试点
本报讯 （记者何易）“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制度昨天在

上海启动， 首家顾问点在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挂牌。这是继今年 5 月启动“社区养老顾问”试点后，上海

民政部门推出的第二项“社区民生顾问”制度试点。

由市民政局、 市双拥办组织实施的 “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

问”制度，立足本市双拥优抚工作平台，依托“关爱功臣”项目，充

分调动各类涉军政策资源、 社区公共资源和社会组织社工志愿

者服务资源，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提供退役军人事务咨询、服

务资源介绍等便利服务。

按照“有固定场所、有人员安排、有机制保障、有统一形象”

的总体要求，在试点期间，每个区将至少在两个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设置顾问点，“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将在社工、志愿者

协助下，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定期接待退役军人、优抚对象。 在

试点的基础上，“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 制度将尽快在全市推

行，顾问点将设在各个街镇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双拥优

抚之家”。

市民政局、市双拥办表示，“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顾问”是党和

政府与广大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在社区第一线的“连心桥”；“顾

问”们通过个性化、精细化服务，为他们提供就在身边的关心和

帮助，彻底解决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为首批“社区退役军人事务

顾问”颁发聘书。

在警备区第四干休所小区垃圾分类点， 居民在志愿者指导下将不同类别

垃圾投至相应垃圾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