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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六部门联合创建绿色社区
将纳入盟市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内容

说起垃圾，我们总能列举出数不清的东西，
比如废旧衣物、文具、玩具，果核纸屑等。

生活中，每个家庭每天都会产生垃圾。因
此，一个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是相当惊人
的。如果不重视垃圾清理，环境优美就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垃圾？
答案是，源头减量、分类处理。
对于我们这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做好垃圾分类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使我们
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美好，也可以节约各类资源，
实现再利用。

实施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事情，也是每个
公民的事情。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主动参与
垃圾分类，更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比如，体育课后，很多同学喜欢买瓶冰饮料
来解渴。可是，豪饮饮料并不酷，因为我们成了
垃圾制造者，产生了废旧一次性塑料瓶。自带
水杯才是新时尚，既环保又健康。在学校里，还
可以开展图书漂流，把看过的好书、用过的旧教
科书送给有需要的人。

在家里，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从身边小

事做起，做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者。学校
里学到的垃圾分类理念和知识，可以传递给长
辈，当家庭垃圾分类的带头人和监督人。

有人说，垃圾分类很难。可是当看到一些
爷爷奶奶眯着眼睛，比照着彩色的垃圾分类指
南，边学边分类的时候，我们年轻人怎么好意思
说难呢？

有人说，垃圾分类很麻烦。可是地球如果
因为我们的偷懒，变脏了、变坏了，修复起来不
是更麻烦吗？

垃圾分类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我相
信，只要我们都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我们
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

参与垃圾分类，算我一份
◆秦皇岛市第八中学 初三6班韩子睿

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记
者李俊伟呼和浩特报道 内蒙古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
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
区民政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六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实施《内蒙古自治区绿色社
区创建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方案》明确，绿色
社区创建工作将纳入盟市城市
精细化管理考核内容。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以城市
（包括旗县）社区居民委员会所
辖空间区域为创建对象。计划
到 2021 年底，全区 30%以上的
城市社区参与创建行动并达到

创 建 要 求 ；到 2022 年 底 ，全 区
60%以上的城市社区参与创建
行动并达到创建要求，基本实
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舒适、安
全、美丽的目标。

按照《方案》，创建行动从
2020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分
为动员部署阶段、组织实施阶
段和评估验收阶段 3 个阶段进
行。创建内容主要包括，建立
健全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
机制、推进社区基础设施 绿 色
化 、营 造 社 区 宜 居 环 境 、提 高
社 区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水 平 和 培
育 社 区 绿 色 文 化 五 大 方 面 ，
并 细 化 了 16 项 具 体 的 创 建 标
准。

《方案》要求，各级人民政
府是绿色社区创建工作的责任
主体。各盟市要高度重视，压
实属地责任，统一领导协调有
关部门，统筹做好本级及所辖
旗县（市、区）绿色社区创建工
作；要制定时间表，拿出具体举
措，健全责任体系，细化任务分
工，创新工作方式，确保工作目
标如期实现。盟市要争取各类
资金支持；统筹用好老旧小区
改造、绿色建筑等涉及各类小
区的各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
率；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和社会
力量，投资参与绿色社区创建
中各类设施的设计、改造、运营
等。

绿色办公，不只是节能而已
——读《新时代绿色办公百问答》有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展创建节约型
机关行动，此后各地纷纷出台节约型机关创
建行动实施方案，成为推动绿色办公的积极
信号。

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实际引导和操作
中，人们更多地强调节能行动，而这无疑缩
小了绿色办公的范围，简单定义了绿色办公
的实质，容易使办公人员产生“绿色办公就
是节约几度电、几滴水、几滴油的小事”的认
识偏差，可能导致创建节约型机关的变形。

刘建雄在新著的《新时代绿色办公百问
答》（以下简称《百问答》）中就对一些误区进
行了纠偏。全书分为“办公能耗”“办公污
染”“绿色建设”“绿色办公”“绿色服务”“绿
色采购”和“绿色消费”七大篇章 100 个问
题，既便于读者较为完整地学习绿色办公知
识，也方便读者根据需要查找对应的绿色办
公方法。

书中在回答“怎样创建节约型机关”时
提到，针对办公人员而言，必须做到树立节
约意识、全方位实施节约、领导干部带头节
约三方面内容。特别是“全方位实施节约”，
指要从办公全流程节约办公成本，比如在办
公业务中不讲排场、不摆阔气，追求实际效
果，推行电子化和无纸化办公等。

本书所提问题，重点围绕节约资源、降
低成本、减少污染等展开。例如，对于“什么
是绿色成本法采购”，作者表示，是在采购中

不仅要关注货币成本，还要考虑环保成本，
而环保成本不仅指采购的设备是低能耗、有
环境认证的设备，而且要将节能环保理念贯
穿于采购的全过程，如线上采购、绿色物流
等。

相比于倡导个人行为方式的改变，本书
更多着墨于推荐绿色办公管理措施。如第
51 问：“办公用品怎样简约管理？”从节约、共
享、回收、减量化、无纸化、再利用 6 个方面，
推荐办公用品主要管理措施。其中，作者反
对华而不实的办公家具高档化、办公文具礼
品化、IT 设备一步到位化等“伪时尚”，认为
办公用品“攀比”既增加管理成本，又消耗资
源能源，不利于创建节约型机关。

那么，办公单位怎样开展绿色建设？如
何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和完善？本书第 16 问
给出了解答。作者建议，从制定规章制度、
培训办公人员、督导执行过程、公布奖罚结
果、推进持续发展 5 方面开展建设。办公单
位在建立制度约束办公人员行为时，应将管
理制度与奖励制度相结合，形成人员与单位
的良好互动，真正推动绿色办公产生效果。

如建立纸制品领用制度时，对于打印纸
的使用，可以通过历年使用量进行估算，确
定每年使用打印纸基准量，对实际用量低于
基准量的，年底给予奖励。建议对于负责办
公用品、纸制品发放的办公人员，也应设置
具体的奖励措施，如在每年固定办公用品采

购经费中，对节余经费的给予奖励。
作为江苏省自然学校建设项目负责人，

笔者初识绿色办公，也曾一度认为其仅适用
于办公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但精读此书，深受
启发——其实，绿色办公也能向社会延伸。

如今年 5 月，笔者在南京中山植物园组
织了一场“蔷薇花信”微博直播，不仅把植物
园的蔷薇园“搬”上了网，还通过微信视频通
话进行连线互动。线上课程累计观看 14.8
万人次，评论留言 353 条。今年 7 月，笔者对

“江苏省生态环境系统学习群”中的 342 名
学员进行在线授课，线上分享课件，学员通
过网课压缩包或视频链接学习，并在微信群
内互动答疑。

作为“在自然里”开展的户外教育，从线
下走向线上，利用互联网平台作为补充，何
尝不是绿色办公的一种实践？何尝不是群
体自然教育与线下个体自然实践的新途径？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
报道 由 COP15 云南省筹备办
新闻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
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
科学技术协会、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和云南农业大学联合主办
的“探寻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
公益大课堂活动，日前在昆明
启动。

启动会上，第一期课堂主
讲 嘉 宾 云 南 农 业 大 学 校 长 盛
军，围绕“生物王国密码”的主
题 ，以 COP15 为 背 景 ，重 点 围
绕生物种类、生态森林、神奇的
北回归线等内容进行授课与分

享。他带大家领略四季冰雪的
梅里雪山、冬樱花盛开的大理
南涧，解密云南独特美景的成
因；以“古树”“古茶”“古道”为
关键词讲述云南历史悠久的茶
文化。盛军认为，云南少数民
族的生态信仰是古茶树保存完
好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生态良
好，才造就了云南普洱独特的
风味。

在“探寻‘植物王国’的秘
密 ”对 话 环 节 中 ，与 会 专 家 学
者、资深媒体记者围绕保护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云南生
物多样性资源如何更好地“走

出去”、云南花卉如何影响和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云南生物多
样性如何造福一方百姓、云南

“宝藏”植物的开发利用等话题
展开探讨。

据了解，自 12 月起，“探寻
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公益大
课堂，每月将举办一期，持续至
COP15 大会期间。课堂将邀请
国内权威专家主讲，通过向公
众科普云南动植物资源、生态
系统等的现状、特点和研究、保
护、利用情况，带领公众感受云
南生物多样性之美，鼓励全民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垃圾处置设备“吵”出来

走进源头村，房前绿水悠悠，
村道干净整洁，庭院花团锦簇，仿
佛步入绿色花园。

“源头花漫处，踏石问轻舟。”
这句生动描写源头村的标语就立
在村口，旁边同样醒目的，是“美
丽温州，零污染村”绿色标牌。源
头村也是温州市生态环境局重点
打造的“零污染村”和美丽温州体
验地之一。

村两委办公区门口宣传栏内
的老照片，述说着这一路走来的
不易。2018 年 5 月前，源头村是
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脏乱差村
庄。家家户户都有露天茅坑、废
旧杂物间。“在垃圾堆里生活，你
们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吗？”作
为被请回家乡助力发展的乡贤，
源头村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陈小
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
户动员村民，树立环境意识。1
个 月 间 ，村 两 委 组 织 召 开 了 40
多次专题会，做村民思想工作，
把 村 里 所 有 的 露 天 茅 坑 一 次性
拆除，村集体还专门在村口购置
地块用于建设微生物生活垃圾处
理站。

没想到，村两委的这一决定，
却在村子里炸开了锅。“你嫌我们
养鸡鸭臭，自己却把垃圾屋弄回
村，岂不更要臭翻天。”陈小静回
忆，村民们围着她吵个不休，尽管
她一再解释，甚至还专门安排村
民代表去已安装类似设备的城市
参观，但村民始终将信将疑。陈
小静搁下狠话，“如果今后味道
重，你们把垃圾倒我家里。”垃圾

屋建设才得以落地。
在一次次的“较量”中，环境

改善开始见成效。苍蝇蚊子少
了，村路畅通了。陈小静又带队
在村里落实背街小巷提升、美丽
庭院建设，吸引不少永嘉环保志
愿者参与共建。自此，“零污染
村”创建加速推进。

分类意识“奖”入民心

“把污染化为‘零’，我们没听
过，也不知道怎么做。”陈小静说，
刚开始打造“零污染村”，她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上头制定政策，
志愿者帮忙管理，我就做村民思
想工作，辅助政策落实。”

很快，一个由民间环保组织
发起、政府支持、村两委和村民主
动自治、企业参与共建的“零污染
村”建设创新模式在源头村初具
雏形。

“每个村民手上都有，每户人
家门前还会张贴‘零污染家庭十
条家规’。”陈小静拿起一份《“零
污染村”知识手册》说，其中明确
要求村民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房前屋后保持干净整洁等。

“零污染家规让村民们有了
环保准则，也有助于让‘零污染
村’理念深入人心。”这天，永嘉县
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杨建南
正好在村里落实“零污染村”新
规，带着 20 多名志愿者穿着红马
甲，挨家挨户宣讲政策，房前屋后
指导环保规范。按照计划，村里
要评选新一批 10 户“零污染村家
庭”，还要打造“零污染店铺”“零
污染民宿”。

评奖依据是什么？智能垃圾

分类回收机累计的积分数据说了
算。在村口，分类回收机就像一
个“环保管家”。管理员叶胜雷介
绍说，智能投递让废物循环利用，
每个垃圾袋上都贴有二维码，扫
码就可以识别每家每户。只要将
分类好的垃圾放在回收机前，就
能自动识别物品积分，并计入每
户一张的绿色能量卡中。

能量卡内的积分除了参与评
优颁奖，还能直接兑换物品。垃
圾回收机不远处，就是积分物品
兑换小店，营业员傅周云负责接
待村民，兑换奖品：“都是些村民
喜欢的商品。”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看去，货架上，小到酱油、味精，大
到电吹风、茶水壶等，整齐摆放。

美丽环境从“源头”抓起，环
境保护也要从娃娃抓起。陈小静
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一个视频：

“瞧，我们村里有小朋友提着篮子
上村道捡烟头纸巾。”视频中，两
个小姑娘拎着竹篮走在村头巷尾
捡拾垃圾的画面，一度刷屏了永
嘉人的微信朋友圈。

文明新风“飘”向八方

依托“零污染村”创建，近几
年，源头村生态旅游项目越来越
丰富，不仅“复活”了消失 30 多年
的舴艋舟，岸边还同步建成了船
工文化博物馆和沿街楠溪风貌配
套小景，村里不少地方成了网红
打卡点。

“以前源头村脏乱差，压根没
人来，舴艋舟只能用来载货。楠
溪江沿线公路开通后，连货都没
的载了。没想到，美丽环境给舴
艋舟带来了新生。”每次有游客来

体验坐船，舴艋舟船老大周顺风
总忍不住，向游客介绍源头村把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故
事。

如今，源头村的村民在欢迎
游客的同时，都不忘提醒大家一
件事，那就是保护环境。

“现在，越来越多村民变得爱
管‘闲事’了。”陈小静笑着说，一
次，村民发现河道边有人烧烤，劝
阻对方未果，专门跑来请她出面
制止。还有更多的环保习惯则渗
透在村民生活里。网红店“老梅
馄饨铺”老板梅得新，在店门口的
醒目位置放置垃圾分类桶，“很多
游客不会垃圾分类，我们就手把
手教对方，实在不行，我们就重新
分类。”

从脏乱不堪到村美民乐，源
头村的探索，吸引越来越多的社
会团体参与。杨建南说，在温州
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的指导下，
目前有永嘉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浙 江 省 第 十 一 地 质 大 队 等 5 家

“零污染村”共建单位参与其中。
他们参与土壤监测修复、提供全
降解环保材料、开展环保宣讲、废
物再利用装饰品制作等志愿工
作。

在此基础上，“零污染村”宏
图也越描越精彩。在源头村村
尾，只见地下污水处理系统边的
生态用地已经腾空，“这里将用于

‘零污染’美丽田园建设，让广大
游客体验种植和采摘。”杨建南介
绍，按照规划，村里处理过的污水
通过管网接入农田灌溉，村边还
将建设“零污染生态宣传长廊”，
再造一个网红打卡点。

借 问 同 舟 客 ，何 时 到 永 嘉 。
源头村的村民们相信，美丽在“源
头”，绿色生产生活未来可期。

从房前屋后脏乱不堪到“眼里见不得垃圾”

源头村走上“零污染”之路
◆王艳琼 戚祥浩周洛嫣 潘智化 朱智翔 晏利扬

两个小姑娘拎着竹篮，在村
头巷尾捡拾游客丢弃的烟头纸
巾；一位老人守在垃圾分类设施
前 担 任 义 务 宣 讲 员 ；一 名 曾 大
骂 村 里 颁 布 鸡 鸭 禁 止 散养令的
村民，硬塞给村干部几根玉米认
错……

这些出现在浙江省温州市永
嘉县源头村的场景，让人很难与
这里过去鸡鸭遍地跑、违建胡乱
搭、臭气到处飘的形象联系在一

起。数据显示，源头村垃圾分类
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农户覆盖
率和达标率、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率均达 100%。有浙江省卫生村、
省 3A 级旅游村等荣誉加身，源头
村成了游客纷至沓来的网红村。

从以前脏乱著称，到如今垃
圾不落地、污染不出村，甚至全村
男女老少“眼里见不得垃圾”，源
头村走出了一条抓“源头”“零污
染”的探索实践之路。

◆◆闫艳闫艳李苑李苑

权威专家走进公益大课堂

带你探寻云南生物多样性之美

本报记者陈妍凌北京报道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和
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承
办 的“ 无 废 校 园 挑 战 赛（北 京
站）”项目成果展示交流会暨颁
奖活动，日前在京举办。

垃圾分类机器人、桌游，废
纸做的纸凳、纸画，落叶制作的
酵素、标本……活动现场，汇集
了北京 50 多所学校师生的“无
废”创意。教师代表现场演示
学校开发的“无废校园”课程，
学生代表们则带着自创的垃圾
分类快板、歌曲和演讲走上舞
台，发出他们的倡议：“无废”，
让城市更美好；“无废生活”，请
与我们同行。

“ 无 废 校 园 挑 战 赛（北 京
站）”项目自今年初启动以来，
吸引了北京地区近百所学校报
名参与。超过两万名师生围绕

“ 共 建 无 废 校 园 ，助 力 无 废 城
市”主题开展行动。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副主
任何家振指出，在“无废校园”
的实践探索中，人们看到了“无
废城市”理念在社会场景应用
的有效性。未来，应发展更多

“无废校园”，把“无废校园”的
建设和碳排放达峰与碳中和紧
密结合，让城市的构成空间、运
作机制和社会群体都实现绿色
转型。

颁奖会上，万科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王石也通过视频勉励

同学们：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
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
一天，所以要改变自己，减少每
天产生的垃圾量，与身边的家
人携手行动，为地球减负，做生
活中的英雄。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无废
校园挑战赛（北京站）”项目根
据北京地区中小学环境教育基
础情况，发布了无废校园建设
行动指南、教师教案手册、学生
活动手册、实践工具手册等，提
供建设指引。同时，项目还将
在明年继续拓展和深入，与师
生一起开展“无废”课程开发、

“无废”创意活动策划、“无废”
宣传品制作等实践活动，并将
活动延伸至家庭和社区。

“无废”，让校园更美好
“无废校园挑战赛（北京站）”举办项目展示交流会

悦·动

悦·览

校园内外

图为源头村一角图为源头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