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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根据厦门市马銮湾新城开发建设总指挥部《关于下达马銮湾新城片区旧村整村改造征收计划的通知》马指综
[2019]7号文,位于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房屋在“马銮湾新城海沧片区旧村整村改造（鼎美村）”项目范围内
应予征收拆除，经调查情况如下：

公 示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东孚街道办事处
2022年11月3日

对以上如有异议者，请在见报七日内向以下单位检举举报或提供材料。
举报电话：海沧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办公室：6053247 东孚街道办事处：6319787

东孚征迁公司：6319705 鼎美征迁工作点：18805075661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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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证号
杏集建（97）字第4137号
杏集建（97）字第4078号

许字第20797号
许字第019827号

集集建（93）字第030914号
集集用（93）字第030884号

同字第152055号
同字第152055号
同字第152059号

杏集建（97）字第3949号
同字第151602号
同字第151591号
同字第151587号

杏集建（97）字第4083号

同字第151777号
同字第151778号

同字第151770号

鼎美肆队现金收入单据（凭证NO:
172775号）

内容
胡文狮（身份证号码：350211195708014057）与胡文犭西是同一人。
胡均东（身份证号码：350211195202284017）与胡钧东是同一人。
邱耀辉（身份证号码：350211195402044018）与邱跃辉是同一人。

胡石窗（已故，身份证号码：350211192801014015）与胡石帘是同一人。
胡德园（身份证号码：350211195710054074）与胡亚友是同一人。
胡宝福（身份证号码：350211195907104012）与胡亚碰是同一人。

王凤治与洪凤是同一人。
胡美贺（身份证号码：350211195103074022）与胡查某是同一人。

胡昭发与胡文法是同一人。
胡昭笃（身份证号码：350211195305034010）与胡招笃是同一人。

胡太华（已故，身份证号码：350211193506024020）与胡泰华是同一人。
胡汉庭（身份证号码：350205193702152014）与胡汉廷是同一人。
蔡翠环（身份证号：350211193611203522）与胡翠环是同一人。
胡亚来（身份证号：350211195712104012）与胡德来是同一人

王越（已故）与王粤是同一人；
陈马赞（已故）与陈妈鐕是同一人；

陈马福（身份证号：350211195111214013）与陈妈福是同一人。

杨乌糖（已故）与杨黑糖是同一人。

王亚富（已故）与王亚府是同一人。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证号
同字第151774号

同字第152038号

同字第151768号

同字第152070号

同字第152022号

同字第152100号

同字第151796号

同字第151765号

同字第152004号

同字第151873号

内容
陈乌龙（已故）与陈乌良是同一人。

胡清可（已故，身份证号：350211192707274013）与胡仲明是同一人。

胡东岑（身份证号：350211193205064010）与胡吟是同一人；
王庆（已故）与王庆治是同一人。

陈素英（身份证号：350211194612174027）与陈鄙是同一人；
陈丽英（身份证号：350204195311023066）与陈婴是同一人。

张蹄（已故，身份证号：35021119161228402X）与张茶是同一人；
詹文墨（已故，身份证号：350211193706254015）与詹文目是同一人。

黄小盆（已故）与黄素英是同一人；
庄淑琴（已故，身份证号：350211193302134025）与庄素琴是同一人。

胡得森（身份证号：350204193710100015）与胡德森是同一人；
胡秀桃（身份证号：350203194208203025）与胡秀讨是同一人；
胡紫燕（身份证号：350211193208150029）与胡秀萱是同一人。

胡如杉（已故）与胡如三是同一人；
胡亚泡（身份证号：350211194504284026）与胡塔是同一人。

胡奕得（已故）与胡奕德是同一人。

叶呢（已故）与叶尼是同一人。

文明习惯与秩序
需要逐渐养成

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城市环境卫生专委
会委员、授课讲师赵海涛：我们希望全民参与垃

圾分类，就需要有些人“走在前面”，通过宣传、指
引、督导等方式引领前行。此次培训正是这样一个契
机，让少部分人学懂弄懂垃圾分类，再由他们推而广
之，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我授课的题目是《培
育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垃圾分类
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就像红灯停绿灯行、不随地吐
痰一样，是需要逐渐养成的文明习惯与秩序，也将推
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底蕴。

通过交流碰撞
拓宽工作思路

厦门市垃圾分类中心副主任张景南：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的带动下，厦门环卫

行业体制机制日益完善、设施设备加快建设、管
理运行水平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持续推进，干成了很

多过去想干而干不成的事，这离不开环卫工作者、相
关行业工作人员以及全体市民的辛勤付出与理解配
合。为了让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我们请来
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一线从业人员进行课程分享与
经验交流，为厦门垃圾分类下一步创新发展探寻更多
工作思路。

通过系统培训
收获很多新知识

厦门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参训人员
支叶丽：系统性的培训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专

业知识，认识到推行垃圾分类存在的差异性——
大到城市之间，小到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在管理模

式、人员构成等方面都明显不同。我对“因地制宜”有
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意义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平时我负责本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我
要把重要信息拍照记录下来，认真整理笔记，回去以
后，在单位更好地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共探创新良策 这个培训很“垃分”
我市举办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知识培训

本版文/本报记者 柯笛 通讯员 李小燕
本版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关系到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水
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
环。厦门持续巩固提升垃圾分类实效，进一步在垃
圾分类上开展更扎实和更深远的实践与创新。

昨日，由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共同组建的“厦门市垃圾
分类学院”举办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知识培
训，现场开展专业讲座，各单位积极交流经验，共同
探寻厦门垃圾分类创新良策。

昨日，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知识培训在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拉开帷幕。本次培训分为三场，
分别面向市区两级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市区两级垃圾分类管理中心的全体成员，全
市各街道（镇）垃圾分类工作负责人和专职工作人
员，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领导及工作人员等
不同群体。培训内容因材施教、各有侧重，由专家
授课辅导、同行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与探讨等两部分
组成。

“大家既是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者、管理者，又
是垃圾分类的参与者、实施者。”厦门市市政园林局
市容管理处处长谢毅强在开班动员中表示，垃圾分
类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件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希望各位参训人员回去后，
在抓好本单位、本辖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同时，坚持
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率先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争做垃圾分类的模范践行者。

为期三天的培训中，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叶志隆，住建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城市环境卫生专委会委员赵海涛，厦门海西中
心固废专业总工程师高培卿等专家将陆续授课，介
绍国内外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动态，解析相关政策
措施、技术标准，“把脉”我市垃圾分类创新发展出
路，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推行垃圾分类
的背景、过程，进一步认识当前我国垃圾分类面临
的形势，进而充分认识推行垃圾分类在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重要地位，主动担当，以高度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抓好垃圾分类工作。

重视“知”“行”合一，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进
校园”“垃圾分类进机关”“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等
行动；将再生资源回收与垃圾分类收运两网协同起
来，促进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提质升级；进一步
形成垃圾分类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
作合力……第一堂课，赵海涛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谈起，向全体参训人员总结回顾了厦门垃圾分类工
作的总体进展与成绩，并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对策建议。叶志隆则以“双碳”目标为契机，对推
进垃圾分类提质升级、创新发展垃圾分类“厦门模
式”展开思考并给出建议。

昨日，市市政园林局、市教育局、海沧区执法局、
城市职业学院围绕公共机构、垃圾分类执法、校园垃
圾分类等方面深入交流经验。今明两天，市、区、街
道、社区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还将对垃圾分类相关法
规、管理办法、工作要点、考评方案等进行解读与答
疑，并围绕城区、城中村、农村垃圾分类基层治理、垃
圾分类回收技术等带来更多典型案例宣讲。

思路清晰、方法科学、措施有力是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次集中培训，全面宣讲了垃
圾分类的标准、要求、流程，全市将进一步凝聚共
识、进一步明确方法步骤、进一步谋求创新发展出
路。同行之间的相互交流探讨，也有助于进一步捋
清垃圾分类工作的特点规律，掌握垃圾分类的标准
要求和方法步骤，为制定更符合本单位实际的措施
办法提供基础，进一步成为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的“明白人”。

面向不同群体
开展三场培训

交流经验方法
提升工作质效

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2%
超过住建部35%的要求

厦门垃圾分类工作成绩单

垃圾焚烧发电量

提高30%以上

垃圾日产量增长率

由12%下降至3%以下

人均垃圾日产量由分类前

1.3千克
下降到

约0.95千克

日收集厨余垃圾800余吨
日处理餐厨垃圾约500吨

全部得到资源化处理

新增餐厨垃圾日处理量

为国家第五批试点工作要求的2.6倍

年产有害垃圾约200吨
全部进入工业危废中心进行专业化处理

◀昨日，厦门
市垃圾分类学院举
办的2022年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知识
培训拉开帷幕。

我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五年多来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叶志隆授课。

目前，我市垃圾分类工作
从 1.0 版抓全覆盖全普及、2.0
版抓标准化管理，迈入3.0版推
进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在住建部对全国地级以上
城市垃圾分类工作考评通报

中，厦门已连续 18个季度
位列全国大城市第一。

垃圾分类“厦门模式”多次
被国家发改委作为典型案例在
全国宣传和复制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