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04 2023年5月18日 星期四
责编 徐斌 美编 李佳祺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薛颖 

　　“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家园的
重要举措，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身
边做起，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
幸福。”在青岛真情巴士集团25路驾
驶员邢海英看来，垃圾分类是一项

“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需要千家
万户共同参与。
　　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邢
海英积极响应，每天将家中的生活
垃圾精准分类投放。同时，她带动全
家人参与晒桶打卡、志愿站桶等活
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传承文明家
风。她还走进社区、村庄，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知
晓率和参与率。
　　2021年，邢海英当上了婆婆，不
久之后又当上了奶奶，原本的三口之
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在垃圾分类方
面，全家人都视邢海英为榜样。邢海
英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生活片段便
是在晚饭后带领家人将残羹倒进厨
余垃圾桶，再将客厅、卧室里的其他
垃圾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
类打包，带到小区内的定点投放点进
行分类投放。有时家人分错了垃圾，
她都会挑出来再重新分类投放。

　　此外，邢海英还带领家人每周
至少两次来到小区内垃圾投放点进
行站桶指导，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
放垃圾。
　　在邢海英的影响和带动下，现
在，她的丈夫、儿子、儿媳都能做到
准确分类。即使面对咿呀学语的小
孙子，邢海英也会时不时给孩子念
叨什么是可回收物、什么是厨余垃
圾和有害垃圾。“垃圾分类要从娃娃
抓起！”邢海英笑着说。
　　作为真情巴士老兵情志愿服务
团队的一员，邢海英在工作之余还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宣传活
动。她多次走进长江路街道西于家
河社区、唐岛湾小区以及灵珠山街
道西阿坨村等，开展垃圾分类知识
宣讲。为了帮助老人更好地理解什
么是垃圾分类，她自费购买了垃圾
分类模型，并找来各类垃圾现场演
示正确的分类方法。2022年，邢海英
共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0余次，
时长180余小时。她所到社区、村庄
的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均
明显提升。
　　邢海英将绿色环保理念植入内
心，持之以恒践行垃圾分类，以“小
家”带动“大家”，用实际行动为新区
建设宜居幸福新典范贡献自己的
力量。

　　□本报记者 李涛

　　“我认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要不断地宣传、引导，要让所有居
民都能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
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二级主任科
员、一中队纠察专员戚甫海充分发
挥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优秀品
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带
动 身 边 人 更 好 地 践 行 绿 色 生 活
理念。
　　戚甫海多次组织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一中队与海湾新城物业联合开
展“携手垃圾分类、创建和谐家园”
宣传活动，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
宣传引导工作，向广大社区居民宣
传解读垃圾分类的政策法规，引导
居民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执法过程中，戚甫海也是垃圾
分类的宣传员。外出执法巡查时，每
次进到企业或者经营单位，戚甫海
都会留意场所内的垃圾桶，遇到分
类不规范的，就会拿出随身携带的
垃圾分类宣传单页递给工作人员，
并现场指导工作人员正确分类。
　　“我家里准备了4个垃圾桶，其
中最小的是装有害垃圾的，最大的
是装厨余垃圾的，另外两个是装可
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的。”生活中，

戚甫海及家人也积极践行垃圾分
类，家中4个垃圾桶各有分工，从不
混装。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戚甫海至
今依然坚持每天晨跑。现在，他在晨
跑时有了一项新任务，就是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遇到正在锻炼或者遛
弯的居民，他主动上前宣讲垃圾分
类 的 重 要 性 ，呼 吁 大 家 重 视 垃 圾
分类。
　　单位食堂是产生垃圾的主要场
所。戚甫海发现，很多同事都会将用
完的餐纸随手扔进湿垃圾桶，于是
他自费买来了一个干垃圾桶，贴上

“餐纸垃圾桶”的标签，并站在垃圾
桶旁边监督同事正确分类投放。功
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戚甫海的同事
们再也不会将用完的餐纸扔进湿垃
圾桶里了。“文明就餐，从垃圾分类
做起。”戚甫海开心地说。
　　戚甫海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
将垃圾分类宣传任务列入了中队重
点工作，要求全体队员在执法巡查
中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及时纠
正分类不规范的行为。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群众
学会了垃圾分类，并自觉分类投放
垃圾，这个改变也坚定了我继续宣
传 好 垃 圾 分 类 的 信 心 。”戚 甫 海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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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分类宣传员
引领绿色新风尚

　　戚甫海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页。　　邢海英积极参与站桶指导，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上接第一版）产业发展互动平台，撬
动社会资本6亿元，改造提升14个300
亩以上的农业产业园。街道将樱桃、猕
猴桃、茶叶等特色产业定为主导产业，
构建起“产业园区+农户”产业链模
式，以“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旅游”樱
桃产业市级示范项目为抓手，对产品
统一生产标准、统一销售品牌、扩大销
售渠道，带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共
同发展。打造23个标准农业园区，2处
青岛市绿色园艺标准园，带动500多农
户抱团经营，实现年增收300万元。

　　又是一年樱桃红，硕果累累挂满
枝。伴随第21届杨家山里樱桃采摘节
开幕，5000多亩樱桃正式开园采摘。5
月7日，正值周末，黄泥巷村各个樱桃
园人头攒动，游客们纷纷走进果园、采
摘尝鲜。据不完全统计，当日杨家山里
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
200万元。
　　杨家山里片区“红色”文化底蕴深
厚，近年来，街道抓住这一特色，创新

“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旅游”模式，以新
业态拓展价值链。高标准打造杨家山
里红色教育基地、中共青岛工委旧址、
齐长城文化馆，引进山里·齐街、东坡
文化组团等特色项目，融合农文旅，培
育壮大乡游、乡蕴、乡学、乡宿、乡品、

乡市、乡忆、乡农、乡影、乡味十大品
牌，加速形成了康旅、文旅、农旅、工
旅、体旅相互交织的“五位一体”产品
供给体系，打造“春观樱山、夏游花海、
秋尝百果、冬享雪趣”全季旅游的乡村
目的地。实现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
游收入突破6千万元，真正把“绿水青
山”变为“金山银山”。
　　今年以来，铁山街道抢抓乡村振
兴战略机遇，加快突破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建设，根据青岛市总体要求，一体
谋划和推进12个重点项目建设，坚持

“农业+”“生态+”发展理念，以“农业产
业+文旅产业+美丽乡村”融合发展为
指引，充分运用“第一书记”“乡村合伙
人”“乡村设计师”的力量，构建“国企+

民企+共富公司”的市场化开发体系，
共富公司对外对接市场，引进融发等
优质资本，吸引各类资本3.2亿元参与
建设，积极探索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铁山路径”，高水
平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样板。
　　下一步，铁山街道将在完善基础设
施配套、道路交通体系的基础上，依托
片区现有的民宿、农家宴等业态，深入
挖掘东坡文化、红色革命文化、齐长城
文化、民俗文化内涵，全面升级“吃住行
研游购娱”全业态体系，激发全域旅游
经济新活力，实现“生态美、生产美、生
活美”目标，持续用力抓好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建设，不断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高水平建设杨家山里的新局面。

奏响“红绿交响曲”
激发乡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