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梦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学广 王 迪

1月18日，记者来到冠县辛集镇垃圾分
拣转运站。蔚蓝的天空下，一排排橘色的
垃圾清运车整齐排列，一旁的分拣员将垃
圾倒入分拣机，不一会儿就将垃圾分成了
两堆。自冠县把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全面
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的一项
重要民生工程以来，生活垃圾收集、转
运、处理体系相继完善，农村卫生环境显
著改善。

“冠县在2014年度‘全省城乡环卫一
体化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名列第3
名，得益于在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中，积极引入了市场机制，同时创新乡村
垃圾分拣模式，大大降低了转运成本，初
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经济欠发达县城乡环
卫一体化新路子。”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局长张峰说。

一竿子到底

市场化杜绝“各扫自家”

冠县是农业大县，有760个村庄、农业
人口近70万，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面临着
量大面广、群众接受时间长、财力弱等现
实问题。

为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路子，冠
县打破乡镇（街道）各自为战的老模式，
成立了冠县政和垃圾处置服务中心，以企
业化运作的方式，全面负责垃圾分拣转运
站建设管理、村庄主要街道日常卫生保
洁、垃圾收集、分拣转运及作业队伍管理
监督等工作。

“我们按照每处转运站服务7万人左右
的标准，建设了1 0处生活垃圾分拣转运
站。10处垃圾分拣转运站的管理人员全部
面向社会招聘，每处转运站设一名站长、
一名副站长和4名作业人员。”冠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杨乃庆介绍说，转运站
除对进站垃圾随时分拣处理外，还要负责

服务范围内村庄的垃圾清运收集、保洁人
员管理等工作，真正实现了“小单位大作
用”。

“如果以乡镇为主体，由于认知程
度、财力等差异，一方面会造成标准、制
度、管理、考核等不一致；另一方面也容
易造成虎头蛇尾，一阵风。现在的办法从
干到管到考核一竿子到底，减少了中间环
节，杜绝了推诿扯皮和‘各扫门前雪’的
现象。”杨乃庆说。

垃圾瘦身

约六成垃圾“变废为宝”

上午9点多，随着第一辆垃圾清运车进
站，记者面前的这个大块头——— 垃圾分拣
机运转了起来。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堆垃圾被送进
一个大型的垃圾分类箱中，随后，垃圾分
类设备开始利用垃圾不同成分的物理特性
进行筛分。不多久，垃圾分类箱下层的两
个出口开始“吐出”不同的东西，一边是
塑料袋、泡沫等不易降解物质，另一边则
是泥土、菜叶等可降解物质。

“我们把这些可降解垃圾转运到旁边
的堆肥场，进行高温积肥或者就近掩埋，

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减量化。塑料等不易降
解的垃圾，直接运到聊城垃圾发电厂燃烧
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杨乃庆指着分
拣出来的两堆垃圾告诉记者，从分拣转运
站运行一个多月的情况看，不易降解垃圾
和可降解垃圾比重约为四比六，也就是
说，大约六成的垃圾可以用作积肥或就近
掩埋，大大降低了垃圾运输和处理成本。

杨乃庆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全县
每天进站垃圾300多吨，通过分拣，有180吨
左右垃圾可以就近处理，按每吨垃圾处理
费52元计算，每天可以节省垃圾处理费近
万元，一年下来能节省近400万元。如果再
算上运输和车辆损耗费用，节省的还会更
多。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各站垃圾分

拣设备和垃圾收集车也是由县内企业生产
的。“垃圾收集车是冠县的犀牛重工生产
的，垃圾分拣设备是双利集团生产的。”
杨乃庆说，通过县内现有企业，挖掘企业
发展潜力，重新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促进企业多元发展。

机制保障

打造城乡一体常态化

资金是困扰城乡环卫一体化的现实问
题，面对经济欠发达、财政资金有限的实
际，冠县采取“建设资金财政统筹、转运
费用三级共担”的办法，保障城乡一体化
顺利进行。

“先期用于垃圾分拣转运站建设和环
卫设施设备采购的资金3000万元由县财政
承担，确保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顺利启
动；每年2600万元的后期转运费用按每年
每户150元统筹，由县财政、乡镇（街道）
财政、村民按3：3：4的比例承担。”杨乃
庆介绍说。

这一举措的实施，既保证了环卫一体
化工作正常运营，也提高了广大群众参与
环卫一体化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
变村民以往对环境脏乱差问题熟视无睹的
态度，不仅需要人员、设备的投入，更需
要机制和监督的保障。”杨乃庆说，实施
转运费用三级共担的机制，村民不仅是受
益者还是监督者，通过上缴费用，可以规
范村民自觉倾倒垃圾，还可以对保洁工作
质量进行监督。同时，冠县将投资300万元
建设信息监控平台。在每个垃圾桶上安装
扫描码，在收集车上同时配置识别系统，
当垃圾桶往车上倒垃圾时，该垃圾桶的信
息自动和清运车进行识别扫描，信息直接
传输到中心监控系统。这样就可以在信息
监控平台中查看每辆车每天、每次清运垃
圾的情况。

探索经济欠发达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新路子———

冠县：用市场之手扫靓城乡

城乡环卫一体化是建设生态文明乡
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大举措。冠县
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动力，按照“全方位覆盖，无缝隙对接，
一体化管理”的要求，解放思想，大胆创

新，初步探索出一条垃圾总量减少、资源
再生利用、管理一竿子到底、投资数额适
中、操作简单快捷、社会效益显著的城乡
环卫一体化新路子，使“美丽乡村”建设
成为新常态。

■书记点评

新机制保障新常态
冠县县委书记 牟桂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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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 高朋 报道
在冠县清水镇垃圾分拣站，分拣机正在进行垃圾分拣作业，分拣出的泥土、菜叶

等可降解物质将进行积肥或就近掩埋。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付 刚 张健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每个低保特困家庭1桶爱心花生油、两袋爱

心面粉、100元爱心话费、一份300元至800元的爱心助困产品补
贴……1月16日上午，泰山脚下的东湖公园爱心涌动，泰山区
“薪火行动”暨“海尔助困”活动举行，全区197个社区
（村）选取的1970户低保特困家庭收获爱心和温暖。

这次以“扶贫助困、薪火相传”为目标的泰山区“薪火行
动”暨“海尔助困”活动，爱心企业——— 青岛海尔电器销售有
限公司为受助家庭捐赠了爱心花生油、面粉、话费和爱心助困
产品补贴。

“爱心企业无私的帮助，给我和家庭带来了希望，他们给
予我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关
爱。”现场参加活动的岱庙街道南关社区居民赵伟，心情十分
激动。今年35岁的赵伟，患有恶性肿瘤，丈夫有严重的糖尿
病，两人均无法参与重体力劳动，儿子现在上小学，花销较
多。特别是夫妻患病后，花光家中积蓄，整个家庭陷入危机，
曾一度失去生活信心。

据泰山区民政局局长杨卫兵介绍，他们与爱心企业共同开
展“薪火行动”活动，拉开全区新春送温暖系列救助活动序
幕。今后，该区将继续拓宽和延伸“薪火行动”救助品牌，做
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

泰山区“薪火行动”温暖群众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孙玉森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村干部要廉洁履职，依法履职，敬畏法律。手

莫伸，要有如履薄冰的感觉，真心实意为群众当好当家人。”前不
久，在广饶县陈官镇举办的村“两委”干部培训班上，授课老师对
参加培训的新任村官发出了谆谆告诫。

目前，陈官镇圆满完成了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全
镇26个村选齐配强了村“两委”干部。为使新当选的村干部尽快
进入角色，该镇利用当前农闲时间，围绕建设“吃得了亏、干得了
事、放得了心”的农村主职干部队伍目标，开展了村干部履职培
训活动，使村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统而又深刻的履职能力教育。

在培训内容上，该镇围绕怎样当好村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加强村委会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村“两委”干部如何
做好“三资”管理、公务礼仪和村干部形象塑造、新农合相关政策
等，使村干部明白了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把履职与懂规
矩、守规矩有机结合起来。使村干部真正能够成为政策法规的

“明白人”，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带头人”、群众致富的“领路
人”、农民群众的“贴心人”、廉洁自律的“清白人”，努力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办成事。

陈官镇：新村官履职
先学“规矩”

受助群众
领取爱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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