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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8岁的顾守在，于2019
年来到思明区梧村街道万寿北社
区，成为文园公寓一期的垃圾分类
督导员。他对这份工作很用心，有
时凌晨 3 点，还会跑到投放点查
看。每天一番冲洗收拾后，他守在
干干净净的投放点，等着居民的到
来。

据介绍，文园公寓的垃圾投放
点位于楼栋过道，回声较大，居民投
放垃圾的声音影响了一楼居民的生
活，因此引来投诉。了解情况后，顾
守在向社区表示，要上门做居民工
作。

此外，当居民下楼散步、扔垃圾
的时候，顾守在还主动上前打招呼、
聊聊家常、讲讲垃圾分类的好处和
注意事项，逐渐和居民拉近关系。
他也把居民的想法转达给社区负责
人，建议改造提升这个投放点，完善
降噪措施。

看到顾守在每天从早到晚都守
在投放点，轻轻地开启桶盖让居民
投放，又轻轻地盖上桶盖，也看到社
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主动沟通，居
民们纷纷表示理解。经过不懈努
力，文园公寓的垃圾投放点很快进
行了升级：顶棚装上了隔音板，垃圾
桶也安装了隔音棉。

顾守在告诉记者，做好垃圾分
类工作，让他很有成就感和归属感，

“从四川来到厦门后，从事这份工作
让我融入这座城市，我真切地想为
这座美丽的城市继续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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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柯笛 通讯员 林时蔚
近年来，厦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在不

久前的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中，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展2023年全国“生活垃圾分类
达人”推选活动，来自我市的王仁洋、王虹艳、顾守在获
评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达人”。他们有的在社区以贴心
服务引导居民主动分类，有的结合丰富的基层经验积
极开展宣传培训，有的四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改善垃圾
投放点……他们用辛勤的付出，让城市更加文明洁净。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上海市虹口区嘉兴
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类
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
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我市垃圾分类工作者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表示将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强烈的担当、更加严格的标准，集智集力
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实做细，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再
上新台阶。

王仁洋是海沧区东孚
街道天竺社区的党支部书
记，也是名副其实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达人。近年来，
天竺社区获评厦门生活垃
圾分类相关多项荣誉，社区
居民深深为此感到骄傲。

几年前，社区根据工作
要求进行“撤桶并点”时，王
仁洋召开小区居民代表大
会，居民的事居民自己议自
己定，通过现场讨论、表决，
明确点位的具体位置，不仅
顺利解决问题，而且居民之
间的矛盾也被巧妙地化解。

天竺社区垃圾分类工
作取得的成绩，都饱含王仁
洋竭尽全力的汗水，以及探
索创新的用心用情。社区
通过宣传栏，每月表彰10
户分类准确的居民；教居民
利用厨余垃圾制作环保酵
素；与辖内幼儿园联合举
办“小手+大手”21天亲子
打卡活动，不断提升各种群
体的垃圾分类知晓率及参
与率。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
与。”王仁洋说，“我们要从
居民角度出发，细心贴心服
务，引导动员全民参与，鼓
励居民主动分类，努力推动
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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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与市垃圾
分类学院的专业培训讲师，王虹艳向记者
回顾了她近段时间以来的垃圾分类培训工
作，培训地点包括集美区高浦社区、市文旅
局、厦门大学翔安校区……仅在上个月，王
虹艳就进行了6场垃圾分类培训授课，还
为一些外省市单位传授厦门垃圾分类工作
经验。

不断更新案例，梳理典型做法，形成
不同的培训脉络，王虹艳的电脑里有十几
个刚更新的PPT。扎实的培训内容，来自
她多年扎根基层，取得的丰富的垃圾分类
工作经验。

2017年，王虹艳进入市环境卫生中
心工作，至今参与起草多个垃圾分类相关
制度文件。她不断跑街道、进社区、驻小
区，了解基层垃圾分类动态，近6年的时
间，与厦门垃圾分类工作同频共振。

王虹艳感觉自己充满了正能量的生
活观念，也养成了低碳生活的好习惯。她
不仅鼓励家人做好垃圾分类，而且在小区
里主动激励做好分类的邻居。“看到小区
里的老人认真分类，我会大声表扬他们，
他们也感到很高兴。”王虹艳说，老人也是
垃圾分类的主力军，“我们倡导小手拉大
手，其实大手也可以拉一下‘老手’。”因为
职业习惯，王虹艳在外地旅游时，都会不
自觉地关注其他城市的垃圾桶、垃圾分类
标语，看到好的经验做法，还会拍下来、记
下来，带回厦门。

王虹艳说：“我要继续提高自身水平，
学习好的经验，融入宣讲当中，身体力行
带动市民群众自觉养成分类投放、低碳环
保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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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
他们获“国字号”荣誉

我市三人被评为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达人”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引导广大家庭牢固树
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推动
福建生态文明和城乡建设高
质量发展，福建省妇联日前
揭晓 195 户家庭为 2023 年
福建省绿色家庭，厦门共16
户家庭上榜。

让绿色绘就幸福家庭底

色。郑秋芸、“苏博生、邱倩
茹”“黄凌风、严越”“翁珊珊、
林建家”等16户厦门家庭，荣
获2023年福建省绿色家庭。
这些家庭在我市各行各业践
行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展现了新时代家庭良好
的精神风貌，在弘扬生态文明
新风方面树立了标杆、作出了
表率。

本报讯（记者 吴晓菁 通
讯员 黄文宏 卢智琳）为进一
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在《厦门经
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正式实
施四周年之际，厦门市纪委监
委、厦门市税务局党委纪检
组、厦门市自贸片区税务局、
厦门象屿集团联合开展“守诚
信、护文明”主题活动，通过实
地参观、座谈交流等形式，有
效促进各方单位共学共建，加
强单位文明建设。

活动中，与会代表参观了
象屿集团文化展厅，通过了解
象屿保税区和象屿集团发展
历程，回顾了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的光辉历史，上了一堂生动
的改革开放史教育课。在主
题座谈环节，厦门自贸片区税
务局就公职人员失信惩戒相
关政策和案例进行分享领
学。象屿集团围绕近年来在

营商诚信方面的机制、举措和
成效进行了分享。厦门市税
务局党委纪检组介绍了全市
税务系统开展“近邻监督”工
作相关情况，并就打造有税务
特色的“近邻监督”工作经验
进行了分享。厦门市纪委监
委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
重要论述，就做好纪检工作、
加强“近邻监督”等方面进行
指导交流。

“此次活动是推进政企交
流互动、提升共建成效的有益
探索，为我们持续做好诚信经
营、完善内控管理，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
引。”象屿集团纪检监察干部
表示。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四方
单位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联学
共建，创新丰富活动形式，不
断巩固活动成效，更好发挥文
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许
晓婷）昨日上午，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明泉做客厦门市人民政府
网，解读“适当跨店经营”工作
相关内容，并与网民在线交
流。

适当跨店经营，是指沿街
店面在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的前提下，条件允许的，可以
超出门店部分公共区域，开展
与原业态相一致的经营活动。

李明泉表示，小微经济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适当跨店经营为小
微店面延伸了服务半径，增加
了经营收入，既解决了商户生
计需求，也为广大市民群众提
供了生活便利，带来更多的消
费体验，激发了市场活力。同
时，适当跨店经营也让一座城
市有了活的灵魂，一街一策、
一店一策，特色化、差异化是
本真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代城
市文明发展的人文情怀。

据悉，我市自去年开展适
当跨店经营先行试点工作以

来，各区积极借鉴试点成果，
开展跨店设置，规范有序经
营。目前，全市36个街（镇）
已先行先试设置禁设区 27
个、限设区40个、宜设区113
个，规范路段360条，惠及沿
街店面19279家，占“门前三
包”责任主体的18.8%。

当然，“放”不等于放任，
“管”不等于“一刀切”。适当
跨店经营管理上采用疏堵结
合，处罚上要求柔性执法，既
化解了执法部门与商户之间
的管理执法矛盾，又使街面市
容环境秩序进一步提升，还为
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借鉴。

“我们将继续强化统筹协
调，找到维护市容秩序与盘活
小微经济的‘最大公约数’，建
立‘商户提需求、部门搞保障、
社会作评价’工作链路，切实
把‘一米管理线’变成‘为民服
务线’。”李明泉表示，今年以
来，市执法局已将“适当跨店
经营”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并
结合主题教育重点攻关、强力
推进，着力打造适当跨店经营
厦门特色品牌。

疏堵结合 柔性执法
市执法局解读“适当跨店经营”工作

四方联学 共建文明
厦门自贸片区税务局探索文明单位

创建新模式，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守诚
信、护文明”主题活动

2023年福建省绿色家庭榜单揭晓

厦门16户家庭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