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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我检查一下你们的垃圾袋，看看你们分得对不
对？”站在分类桶站前，物业“桶长”葛秋华对居民耐心提醒道，看
见垃圾分得全部正确，还不忘送上小礼品并鼓励道：“真棒，全分
对了，看来垃圾分类的知识你们掌握得不错。”

据了解，靓景明居社区通过整合两委班子、党支部和物业
力量，将辖区的垃圾桶点位划分为“东区”和“西区”2 个责任
区，并推行“三级桶长制”。一级“桶长”由 4名两委班子成员负
责，每位成员对责任区内的垃圾分类实行总体监督指导；二级

“桶长”由支部党员、在职党员和志愿者组成，以每人认领一组
垃圾桶的形式，指导居民开展垃圾分类；三级“桶长”由物业工
作人员组成，负责对不符合投放要求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垃
圾桶及周边卫生消毒、垃圾收集清运的辅助工作等，确保垃圾
分类到位。

为保障各级桶长与居民沟通的专业性及亲和性，靓景明居
社区还专门对各组桶长开展专业化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垃圾分
类的基本常识、“两桶一袋”等基本概念、易混淆垃圾区分方法、
文明用语、如何通过语言激励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等诸多方
面。一通“干货”下来，让桶长们全部变成垃圾分类“精英”，更好
更快为居民提供服务。

“三级桶长”盯守式服务以来，居民们明显感觉垃圾分类不
用再“猜”了。小区居民刘雨芬说：“以前扔垃圾有不清楚类别的
都是靠自己猜，现在有人盯桶，再分不好类时可以先问问专业人
士，这样我就更快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

自《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梨园镇垃圾分
类工作高效推进，各村队、社区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从
大方居社区的流动撤桶模式到魏家坟村的党员实名制认领
垃圾桶，从引入社会力量购置垃圾桶站到聘请垃圾分类引导
员，各村队、社区不断提振责任感，从细微之处入手，取得了
良好成效。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在玉桥街
道净水园社区有一支绿色天使环境美
化队，注册志愿者超 50 人，平均年龄
65 岁，自 2012 年成立至今，每月 25
日固定开展清洁环境行动，打造宜
居优美的社区环境成了队员们的一
致目标。

日前，第四批首都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岗）、示范站（岗）名单公布，我区
被命名的服务站（岗）共 135 个、示范
站(岗)共 14 个，玉桥街道净水园社区
学雷锋志愿服务岗便是本次评定的示
范岗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通州分行志愿
服务站是本次我区被命名的示范站之
一，该站现有注册志愿者超 350人，累
积服务时长4万余小时，打造了“走进
星星雨，关爱自闭症儿童”“送金融知
识进万家”“劳动者港湾，关爱户外劳
动者”等多个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参与

志愿服务成了行内员工的新风尚。
据介绍，本次认定和评选的示范

站（岗）、站（岗）志愿服务项目涉及文
明引导、应急服务、绿色出行、志愿家
庭、邻里互助、助老助残等 20 多个志
愿服务类别，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
愿者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
献，充分彰显了价值底色、时代特色、
青春暖色和标杆亮色。

近年来，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进
程的推进，我区志愿服务组织、项目也
是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
到志愿者行列，在城市运行、社区服
务、关爱服务、文化宣教、环境保护等
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公益力量，打
造出了“通州百姓”这一志愿者品牌称
号。截至目前，我区已有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示范站（岗）65个、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岗）455个。

本报讯（记者 张丽）昨日，记者从区
教委获悉，副中心将再添一所学校——
通运小学，该小学最多可容纳 24 个班，
960个学位。金秋九月，通运小学将迎来
首批一年级新生。

昨日，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的通运小
学大门紧闭，还在紧张地施工中。新建
的教学楼已经透过围挡，揭开了神秘的
面纱。著名书法家薛夫彬先生此前已为
学校撰写了“通运”二字。

据悉，通运小学是区教委直属小学，
被列入区政府2020年实事工程。学校位
于通运街道、大运河东畔，占地面积
17977.58 平米，建筑总面积 20957.16 平
米，其中地上 4 层 11656.76 平米，地下两
层 9300.4 平米。设计规模 24 个教学班，
960个学位。

该小学校内建有 图 书 馆 、音 乐 教
室、美术教室、科技活动教室等功能
教室以及风雨操场、足球场、篮球场
等运动场地。

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运小学
将依托语言与阅读、科学与创新、生命与
健康、艺术与审美、修身与立志五大模
块，构建“青悠种子”课程体系，学校将承
载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希冀和期许，建
设成为一所富有通韵、怀有志气、真有合
力、定有兴运的学校。

近年来，副中心不断提高基础教育
学位保障能力，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潞苑
小学、拔萃骏源学校、北京市黄城根小学

通州校区等一批新建校陆续投入使用，
有效扩充了区域学位供应，各校在打造

过硬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也在短时间
内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通运小学的

建成和投入使用，也将成为副中心教育
迈向优质均衡的重要一步。

本报讯（记者 代金光 通讯
员 张铁媛）街道清淤、物资储备、
河道巡查……为应对短时强降雨
灾害性天气，提高重点领域应急
处置能力，马驹桥镇持续深入排
查整改影响度汛的安全隐患问
题。目前，全镇已建立 3支共 100
余人的抢险队伍，并备足各类防
汛物资。

汛期到来，雷雨天气频发。
连日来，马驹桥镇防汛工作组先
后前往二街村、水务一所、凉水
河、凤港减河等重点地区，全面开
展相关检查工作，充分做好防大
汛准备。

二街村路段长、任务重，施工
人员对街道上的排水井进行清
淤，以防止水量过大等原因造
成堵塞。在镇水务一所，检查

组走进防汛物资库检查应急物
资、应急器材、防洪抢险用品用
具储备情况。检查组提出，要
强化应急值守，加强防汛物资
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做好抢
险救援准备。在凉水河及凤港
减河巡河检查过程中，检查组
详细了解了各河道防洪度汛措
施落实情况。

截至目前，该镇已清理一支
沟下游等淤堵段，更换二号桥泵
站部分老旧盖板。另外，还组建
了3支共计100余人的抢险队伍，
并分别在水务一所、水务二所、集
体林场储备了各类防汛物资。下
一步，马驹桥镇将继续强化防御
重点，落实落细应对措施，持续深
入排查整改影响度汛安全的隐患
问题。

齐心协力抓好两个齐心协力抓好两个““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努力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建微信“夸夸群”促比学赶超、“三级桶长”助居民好习惯养成

推进垃圾分类 村社区频出妙招
本报记者 冯维静 田兆玉

推进垃圾分类，这俩村、社区各有妙招：西集镇冯各庄村建立垃圾分类学习群，将垃圾分类检查结果上传到群里，谁家做得好，谁家做
得不好，群里都能看到，村民比学赶超，践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还在群里分享经验和窍门；梨园镇靓景明居社区通过建立“三级
桶长制”，让一个桶站同时拥有主体单位、党员和志愿者、两委班子三位“管家”，通过层层落实，让垃圾分类无死角、无盲区，帮助居民更快
更好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

“老张家垃圾分得很好，垃圾桶还做了
对应标识，值得大家参观学习；小王家需
要再提醒一下，存在其他垃圾放在厨余垃
圾桶里的情况……”每天清晨，西集镇冯
各庄村“垃圾分类”微信群就开始热闹起
来，村干部会上传当天垃圾分类现场照片
以及台账记录照片，谁家做得好，谁家做
得不好，群里都能看到；村民们也会将垃
圾分类小经验都发到群里，“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的口号逐渐走入农户家中，
形成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冯各庄村作为西集镇 10 个垃圾分类示
范村之一，垃圾分类宣传、培训等工作一直在
稳步推进中，截至目前，全村已有超过90%的
村民能较好地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这一成
果的取得，离不开党员、村民代表和全体村民
的大力支持。该村有住户 170 余户，党员 28
人，村民代表 30人，从 5月起，党员、村干部、
村民代表主动通过纸质材料、视频短片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读懂吃透政策要求后，再入
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村民听，便于大家
理解。“村里老人居多，我们就用他们容易理
解的语言给他们讲解，这样效果更好。”村支
委、妇联主席朱立平说。

村里还有一个“垃圾分类学习群”，村干
部会上传当天垃圾分类现场照片以及台账记
录照片，做到每日到岗到位，指导村民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我们还在群里公开垃圾分类检
查结果，谁家做得好，谁家做得不好，群里都

能看到，让村民相互监督、比学赶超。”朱立平
说，村民都好面子，大家抢着分类，还将一些
小窍门、小经验都发到群里，大家你追我赶，
努力将自家垃圾分类做到位。前段时间，群
里发布了一则这样的信息：“张志强家把垃圾
桶做了显著的标识，一眼就能看清什么垃圾
放到哪个桶里，值得大家参观学习。”原来，年
过七旬的张志强老人与老伴一起生活，老伴
患有白内障。他在垃圾桶上分别贴上了写有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等字样的纸条，以便提
醒自己和老伴垃圾要分类投放。

“村民有好的经验做法，我们要多鼓励、
多表扬，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拧，
工作开展起来就顺畅多了。”朱立平说，在《北
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以来，该村
通过发放资料、上门宣传的方式，真正形成了
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村委会还对村里保洁
人员进行培训，要求保洁人员对放在塑料袋
里的垃圾进行检查，不符合分类要求的，要进
行指导和记录。

目前冯各庄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已逐步进
入正轨。每天早上 6 点到 7 点，村民将分好
类的垃圾送到专门的垃圾分类收集点；8 点
左右，乡镇的垃圾车把垃圾运走，保证道路
清洁、环境优美，“果皮菜叶等放到绿色垃
圾桶里，可回收垃圾放到蓝色垃圾桶里
……”村民王来老人高兴地说，“别看我年
纪大了，现在我对厨余垃圾与可回收垃圾
怎么分，可清楚得很。”

冯各庄村：

微信“夸夸群”激发村民分类热情

靓景明居社区：

一桶三“管家”指导居民分类

我区添14个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岗）
总数达65个

副中心再添新学校

通运小学9月迎首批一年级新生

链
接

通州区第四批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名单（9个）
通州区北苑街道滨惠南三街社区治安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玉桥街道柳岸方园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站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通州区税务局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运河星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中仓街道西营社区居委会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玉桥街道乔庄北街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玉桥街道玉桥东里幸福楼门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梨园镇巾帼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通州分行志愿服务站

通州区第四批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岗名单（5个）
通州区梨园镇新城乐居志愿服务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通州区北苑街道“等灯等灯”志愿服务岗

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朝阳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志愿服务岗

通州区玉桥街道净水园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排查隐患、发放物资、组建队伍

各部门多举措筑牢“防汛墙”
6月 1日起，本市正式进入汛期。连日来，各乡镇、街道加

强防汛应急管理，通过排查治理防汛隐患、发放防疫物资、组
建抢险队伍、开展抢险救援演练等举措，做好防汛应急准备，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清水
箅子、修剪危树、发放防汛物资
……主汛期即将来临，中仓街道
白将军社区多措并举确保居民安
全度汛。

家住东顺城街 7 号院的周
路生老人，儿女不在身边，老伴
患病多年，眼看汛期到了，小厨
房屋顶漏雨的维修却让老人犯
了愁。一筹莫展之时，社区工作
人员给老人送来了油毡和塑料
布等防汛物资，得知小厨房漏雨
情况后，几名社区工作人员翻身
上房，帮忙苫盖屋顶。不再担心
下大雨的周大爷感激不已，连忙
道谢。

进入汛期以来，地处南大街
平房区的白将军社区及时储备了
沙袋、塑料布等防汛应急物资，并
发放给社区居民。不仅如此，考
虑到社区内一些树木出现倾斜，
枝干压在电线上，随时都有断裂
的危险，一旦遇到雷雨或大风天
气，树枝折断倒塌，将会给居民住
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社区及
时联系绿化队，利用修枝剪、修枝
锯、扶梯等工具对存在隐患的危
树进行修剪处理。

此外，社区还联系相关部门
对辖区内雨水箅子里沉积的落
叶、沙子等垃圾进行清掏，保证大
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白将军社区：

清水箅子修剪危树 确保平房区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今年，
永乐店镇通过健全完善镇、村两
级防汛抗旱责任制体系，确保责
任不缺位、不断档。加强防汛抗
旱抢险队伍建设，强化技能培训
和实战演练，提升抢险专业化水
平。同时，加强抢险物资的储备
管理，确保防汛抗旱抢险物资调
得出、运得到、用得上。

目前，永乐店镇各村各部门
已对辖区内主要街道、河道、沟渠
险工、险段、易涝农田和各学校等
重点单位、重点地段排涝设施、防
汛抗旱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各村委会对重点危房、无
主要劳动力户进行逐户检查，对
危旧房屋及时进行修补加固。镇
水务所前期已对辖区内桥、涵、

闸、主支沟、河道、堤防等进行检
查，保证沟渠畅通无阻。各村委
会还加强了与镇河长办的协调联
动，充分发挥各级河长在防汛抗
旱值守督导、河道清障督查、水毁
工程修复协调等工作中的作用。

为了有效提高公众安全意
识，镇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横
幅、广播、宣传橱窗等多种方式，
开展相关安全知识宣传。同时，
提倡并组织辖区内的机关、部队、
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市场、
建筑工地等社会单位主动参与防
汛抗旱工作。推广雨水口“门前
双包”，倡导、动员社会单位承担
雨水箅子的日常保护和雨中清
理，营造全社会防汛抗旱的良好
氛围。

永乐店镇：

逐户检查危旧房屋 雨水口“门前双包”

马驹桥镇：

排水井清淤保畅通 组建百人抢险队伍

本报讯（记者 张丽）受疫情
影响，挂满枝头的灯笼果却少有
人问津，等了一个端午小长假，失
望的果农开始四处求助。

“维生素小仙女、富含维生素
C、纯天然的灯笼果……”连日
来，漷县镇后元化村采摘园里 5
亩地的灯笼果进入盛果期，果农
杨洋天天在朋友圈里播报，并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推销，可是受疫
情影响，往年常去的社区都进不
去了，进村采摘的人寥寥无几。

“采摘期也就七八天，眼看着
果子噼里啪啦往地上掉，还有鸟
啄等损失，实在是心疼。”杨洋坦
言，本以为这个端午假期能缓解
一下困境，没想到也没来几个人，
看着这么好的果子都白白浪费，
真是无奈。

据介绍，灯笼果本名叫醋栗，
成熟后外表为黄绿色，晶莹剔透，

表面的纹路更像是迷你版的西
瓜，会渐渐变红，是一种比较小众
的浆果植物，味甜可口，但在国内
栽种面积较小。

2015年，85后的杨洋和父亲
一起来到漷县投身有机农业，一
心想种出健康的果蔬，灯笼果就
是那时种植的。等了五年，与去
年的几百斤果子相比，今年真是
迎来了大丰收，产量达 2000 余
斤，却赶上了疫情找不到销路。

“做农业五年，我们坚持用
动物粪便发酵的有机肥，坚持人
工除草……可是这五年真的太
难、太苦了……”杨洋说今年遇到
的困难连连，也跑过很多水果店
和市场，联系了很多团购群，人家
多是没见过这种灯笼果不敢进，
可如今果子熟了不等人啊，特求
助本报，想尝鲜的市民可以联系
购买。

每天果熟自落 果农心疼不已

后元化村2000斤灯笼果愁卖

通运小学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运小学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今年九月将迎首批新生今年九月将迎首批新生。。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社区工作人员帮老人苫盖漏雨屋顶社区工作人员帮老人苫盖漏雨屋顶。。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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