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文明习惯养成是道坎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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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整治环境卫生
扮靓背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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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石家庄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开始实施，石家庄生活垃圾分类
将有法可依。

垃圾分类，有法可依只是第一步。这
项事业看起来小事一桩，群众和环卫人员
似乎动动手就能解决，但干起来却不简
单。“垃圾分类情况不容乐观”“垃圾分类，
部分小区分类投放仍‘没动静’”等新闻时
常见诸报端。

“‘小事’好不好办，关键看群众的文
明素质。”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郭省表示，如果人人不乱扔垃
圾，人人支持并参与垃圾分类，相当于在
源头上就把垃圾处理好了。

强化宣传教育，让居民养成
垃圾分类好习惯

4月26日10时至11时，石家庄某小区
一些居民在小区垃圾集中投放点倒垃圾
时，几乎不看垃圾桶的分类标识，随手就
将垃圾袋扔到一个垃圾桶里。记者在一位
居民扔的垃圾袋里找到了鸡蛋壳、菜叶、
炒菜剩余的油料等厨余垃圾，也找到了废
纸、塑料、玻璃等可回收垃圾和废电池等
有害垃圾。

“您扔的垃圾没分好类，就这样扔了，
不怕污染环境吗？”记者对这位居民说。

“不好意思，我知道垃圾分类，但感觉
目前并不是非得这么做。”这位居民把袋
里 垃 圾 分 好 类 后 ，重 新 倒 进 相 应 垃 圾
桶里。

根据《条例》，石家庄市生活垃圾分为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四类。

记者在该小区垃圾集中投放点发现，
标识为“可回收物”的垃圾桶中有很多不
能回收的垃圾，标识为“其他垃圾”的桶里
有很多饮料瓶、纸箱碎片等可回收垃圾，
标识为“厨余垃圾”的垃圾桶里更是五花
八门，几乎什么物品都有。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3个小区，都有垃
圾混装的情况。

垃 圾 分 类 没“ 分 ”开 ，是 群 众 不 愿
意吗？

一项调查显示，某市 98.9%的市民愿
意进行垃圾分类，然而付诸行动的人并
不多。

“我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垃圾分类，
可总养不成这样的习惯。”石家庄市民刘
先生一语道出“病根儿”。

分类习惯难以一朝养成，但一旦养成
了，城市面貌会得到新提升。

“培养居民垃圾分类好习惯，需要强
化宣传教育。”郭省认为，应以部门、社区、
物业等单位为主体搭建宣传教育阵地，通
过入户宣讲、社区公告栏贴海报、垃圾箱

粘贴分类标识及微信群等手段宣传垃圾
分类意义、分类知识；设立典型示范区，引
导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其逐步
进入生活圈、办公圈和商业圈。

目前，石家庄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零垃圾生活方式体验馆等向广大市
民开放，同时通过石分美公众号、垃圾
分类知识有奖问答等趣味互动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增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信心。

通过参观学习，很多人看到垃圾回收
利用的好处后，都不需要动员，纷纷当起
了义务宣讲员，“垃圾，只有混在一起的时
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利用了，废物
就变成了宝贝、财富。”

强化奖励引导，让分类习惯
内化为文明素质

“24 小时便民垃圾分类投递房”走进
石家庄部分社区，垃圾分类有了“科技范
儿”。

4月25日11时30分，石家庄东方花园
小区居民王国英来到小区“24小时便民垃
圾分类投递房”前，用微信对准房子上的
二维码进行扫描，房门随之打开。然后，她
将装好纸箱子、矿泉水瓶的编织袋放入
房中。

“不久，我就会收入一笔‘环保金’
了。”王国英高兴地说。

“投递房可回收物包括废塑料类、旧
衣物纺织类、废旧包装类、废旧金属类、废
旧玻璃类等十类。”据该项目运营单位河
北先跑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曹腾
飞介绍，居民要用微信扫流程图上的二维

码完成注册，扫码后可领回家一个专属编
织袋，将家中有关垃圾装入编织袋，装满
后就可以用微信扫码开门，将袋子再放回
投递房。

“为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热情，我们会
进行‘环保金’激励，回收的垃圾经过我们
位于藁城区的分拣中心分拣、评定后，通
过 二 维 码 绑 定 信 息 给 居 民 发 放‘ 环 保
金’。”曹腾飞说。

目前，“24小时便民垃圾分类投递房”
已在石家庄瑞府小区、万达住宅 B1北区、
东方花园等小区投放完毕并正式使用。

强化奖励，能够激发群众垃圾分类动
力；强化引导，才能确保群众正确投放。

有关调查显示，有垃圾分拣员的督促
与指导时，多数居民可以正确地对垃圾进
行分类，没有督促与帮助时，还是按照以
往的习惯，随意扔掉。

“没见过督导人员”“原来有人引导，
现在撤了”……然而，记者采访石家庄一
些市民获悉，大多数人在扔垃圾时并未遇
到过督导人员。市民们希望，能尽快解决
宣教督导人员不足的问题，督促大家更好
地进行垃圾分类。

“今年，石家庄市将全力推进居民小
区‘撤桶并点’模式，因地制宜确定分类投
放点和投放督导员，明确专人进行引导和
监管，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石家庄市生
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样就好了，久而久之，大家的分
类习惯会慢慢内化为个人文明素质，从

‘别人要我分’变成‘我要主动分’，垃圾
分类事业的推进自然事半功倍。”曹腾
飞说。

强化法律约束，以刚性力量
规范文明行为

5月 1日以后，省会市民乱扔垃圾，可
能被罚款。根据《条例》，未在指定的地点或
者指定收集容器、设施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由生活垃圾分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的实施，将垃圾分类这一文
明行为从道德‘软约束’变成了法律‘硬约
束’，以刚性力量推动市民文明素养和社
会文明程度实现双提升。”石家庄市律师
协会副会长赵丽平认为，对乱倒垃圾等不
文明行为进行处罚，会倒逼一些不愿进行
垃圾分类的市民进行分类，从而确保这项
事业有条不紊地推进下去。

《条例》还确立了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制度，单位、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等
都要承担起责任，包括建立日常管理制
度、宣传引导、设置和维护垃圾投放设施、
监督纠正不当行为等。“明确垃圾分类中
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提升工作实效性。”
赵丽平说。

为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条例》规定
了相关激励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
策和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参与可回收物的
回收利用。

“规定制定了，只有执行到位，才能打
赢与乱扔垃圾坏习惯的这场‘拉锯战’。”
赵丽平表示，不论是相关单位、街道社区
还是个人，都要坚决执行条例，做好自己
的“分内事”，让家园变得更加清洁、美丽。

“在实验中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完成每一个步骤，唯恐亵渎大体老师与
家属的奉献和希冀。”日前，在河北医
科大学举行的遗体与器官捐献纪念日暨
生命科学馆开馆仪式上，医学生杨胡铖
动情地发言。朴素的语言流淌在明媚的
春光里，也激荡在现场每个人的心底。
在这里，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代表用真
诚的方式，致敬每一位遗体与器官捐
献者。

生命在接续中重生

每位遗体与器官捐献者背后都有一
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河北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眼库主任张晓融说起了最近的感
动：今年 4月 11日，邯郸市成安县一位
9 岁的小朋友因病去世，孩子的父母为
了让别人重见光明，强忍内心的悲痛，
在家中积极配合办理角膜捐赠手续。

每每想起这些，张晓融和同事们心
中都充盈着感动与敬重：“他们让我们
感受到了人世间满满的爱与正能量。”

石家庄市盲协主席石云峰已经年过
半百，21岁时，他因为工作受伤，眼角
膜穿透性损伤，视力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黑暗中生活了30年。两年前，他在省
三院顺利完成了角膜移植手术。“我终
于见到了多年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亲人
们，连他们的眉毛、皱纹都能看得很清
楚！”

面对生命的感召，遗体与器官捐献
者及他们的家属为另一个生命提供更多
的选择和可能。不仅延续了患者的生
命，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还传递了
无私的精神。“我对待工作也迸发了更
深的为他人、为盲人的服务热情，因为我
太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光明了。”石云峰

感激地说。
在这个捐赠者和受捐者的桥梁上，

如何做好引路人和牵线人？张晓融表示：
“身受其益，蝶化白衣天使；推人及己，亦
应洒爱人间。我们更应该在平日精炼医
术，不辜负每一位捐献者的重托。”

让张晓融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
多 的 人 特 别 是 青 年 人 加 入 捐 献 的 行
列中。

在19岁生日之际，河北医科大学学
生小孙将一份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作为
生日礼物，送给自己。和他一起领到捐
献志愿书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

之前，小孙心里也在打鼓：“家人

会不会支持我？他们能够认同我这样的
做法吗？”母亲一句“你有权做出自己
的选择，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出的奉献
是有意义的。”这让他感动不已，“现
在，社会对遗体与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
越来越高。”

生命教育浸润心灵

“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平凡人，我们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敬意；也想通过参加
这个活动，坚定自己无私奉献、挽救生
命的决心。”杨胡铖说，医学生应当以
人类生命健康为己任，尊重生命、珍爱
生命。

早在 1933 年河北省立医学院 （河
北医科大学的前身） 时期，就将 4 月 25
日定为解剖纪念日，并举行了第一次追
思逝者的纪念仪式。2019 年正式将 4 月
25 日确定为学校遗体与器官捐赠纪念
日，这也是学校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
程相融合，将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专
业教育相贯通的育人新举措，让生命
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每一个医学生
的心灵。

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清明节等重
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教育，着重培养
未来的医生们重人文、尚医德。

参观生命科学馆是河北医科大学新
生开学第一课中的重要内容，第一次踏
入人体标本陈列室，很多学生流下了泪
水：“里面有处于各个发育阶段的胎儿标
本，里面有各种人体器官、组织的标本，
里面有并不挺拔的人体骨骼标本……这
些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馈赠，生命对生命
的教诲。”

更让杨胡铖感动的是第一节解剖
课。在教师的带领下庄严背诵解剖誓词

“无言良师，授吾医理；敬若先贤，如
临活体；恭言慎行，追深辨细；德彰术
精，乃成大医。”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教学用遗体的
尊称，他们是医学生的第一个手术“患
者”，也是医学生的无言良师。“在学医
的过程中，人体解剖是其中最基础也最
为重要的一部分。大体老师们将最后的
一点希冀、一种精神，永远地、无私地
留给了这个世界。”河北医科大学副校
长武宇明说，这是一场言传身教的“医
学伦理课”，老师用行动告诉学生每一
具标本都来之不易，培养他们对生命的
敬畏和感恩。

致敬无言良师 感受生命意义
——河北医科大学举办遗体与器官捐献纪念日活动

河北日报记者 马利 通讯员 马梦瑶 耿坤丽

4月25日，河北医科大学举办遗体与器官捐献纪念日活动暨生命科学馆开馆
仪式。图为学生通过诗朗诵表达对遗体与器官捐献者的追思与敬仰。

河北日报通讯员 耿坤丽摄

4月28日，
石家庄市发源小
区一位居民将废
纸袋放进标识为
“可回收物”的垃
圾箱里。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建摄

建立志愿者图书室、送急救
知 识 进 校 园 、开 办“ 旧 衣 物 超
市”、陪伴“夕阳红”……自 2006
年以来，王萌和他的志愿服务队
一直活跃在邯郸市的大街小巷、
社区和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多样
化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服
务群众，弘扬社会正能量。

从事志愿服务15年以来，王
萌作为火柴公益志愿服务队负
责人，带领团队累计参与志愿公
益活动上千场次，志愿服务4000
余小时，为近千人送去温暖，引
领万人参加公益活动，先后获得

“邯郸市第七届道德模范”“河北
省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今
年 3 月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美志
愿者，火柴公益志愿服务队也多
次被评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做公益活动是从小就受到
家庭的熏陶，也是源于之前得到
过志愿者的帮助。”王萌说，2006
年秋天参加了第一次志愿服务
活动，于是萌发了加入志愿者行
列的念头。他和 13 名志愿者骑
着自行车载着满是爱心的衣服，
为农村贫困户送温暖，看到那些
受到帮助的人露出笑脸，王萌从
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做一个
踏踏实实的志愿者。”

“一根火柴的力量是微弱
的，但火柴聚在一起就是火炬，
点燃爱心的光芒，向更多的人传
递光明和温暖。”王萌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积累了很多经验，慢慢
地，他开始尝试组织志愿活动。
2012年，火柴公益志愿服务组织
成立，3 年后正式注册成立火柴
公益志愿服务队，深入邯郸市
200多个社区和学校进行志愿服务。

助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王萌通过调研走访，创建
了“旧衣服超市”项目，和志愿者们一起为山区特困家庭
送去近 20 万件衣服，为 8 个县区 70 多个村落和学校近
500个贫困家庭送去温暖。每周还会与教育专业的大学
生联合前往山区学校支教，并为山区孩子募集图书 3万
多册，扶持前郭庄村、工程乡等村镇建立 5家“志愿者图
书室”，受到当地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和群众的称赞。

在帮扶山区特困群体的同时，王萌和志愿服务队还
积极参与各类公益事业。2012年11月开始，王萌结合自
己的医学专业技能，开展了急救常识普及志愿服务；2016
年，他还联合邯郸团市委建立了“志愿起航”项目，组织寒
暑假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会福利院，开展关爱孤残儿童
和留守儿童爱心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传承志愿精神。

如今，火柴公益志愿服务队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志
愿服务队也逐步壮大。目前，注册志愿者数量由最初的
10 余人发展到现在的近 300 人，服务范围涵盖邯郸市 6
区11县。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宠）日前，笔者从石家庄市城
管局获悉，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该市将全面开展背街小
巷、城中村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背街小巷清扫保
洁和垃圾清理工作，力求管理范围全覆盖，确保城区每一
处都干干净净。

为创建“洁净、秩序、文明”的城区环境，按照今年春
季城乡垃圾集中整治行动的有关要求，该市将对背街小
巷、城中村积存垃圾情况开展“回头看”，彻底清除背街小
巷、城中村周边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混合垃圾等各类
垃圾。合理布设垃圾收集容器，禁止使用露天垃圾池。
坚持清管并重，背街小巷、城中村管理责任单位要明确建
立垃圾及时清扫、定点收集、定期清运、集中处置长效管
理机制。在具备条件的背街小巷、城中村建立“收、捡、
洗、扫、保”作业模式，推动水洗机扫向小街巷延伸，全面
提高小街巷清扫保洁质量。强化餐饮集中街道收水口清
洗，定期组织高压蒸汽清洗机进行彻底清洗。背街小巷
道路做到路见底色，无泥迹，无油渍，路缘石里面无污渍，
道路设施无积尘，果皮箱内垃圾清理及时。

为进一步规范市容秩序，该市还将对影响市容环境
的杂物乱堆、摊点乱摆、广告乱设、车辆乱停等行为进行
综合整治，重点清理占道经营、店外摆放、杂物乱堆、张贴
小广告行为，做好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管理，规范沿街广告
牌匾，严格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做到广告牌匾规范设
置、非机动车线内有序停放、无乱设摊点、杂物乱堆等现
象，加大背街小巷督导考核力度，全面提升背街小巷市容
市貌。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满凤、苏红然）《狼牙山英雄》
《吃水不忘挖井人》《红军长征》……近日，固安县第五小学
举办了“童心向党·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教育活动，学生
们紧扣红色主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个个红色故事，纷
纷表示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增添荣光。

据了解，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深化中国梦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廊坊市在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了“童心
向党”主题教育活动，广泛组织开展“我向党旗敬个礼”

“唱支红歌给党听”“党的光辉照我心”“党的故事我来讲”
四项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培养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深厚情怀，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要引导学生们缅怀革命先辈，继
承红色基因，让他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洗礼升华。”固安县
第五小学校长祁飞超说，第五小学将继续面向全体学生开
展“童心向党”系列活动，让学生们红心向党、立志未来。

廊坊组织开展“童心向党”
主题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