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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垃圾分类，
利国利民利子孙，何乐不为？”这是通运
街道在垃圾分类活动中提出的宣传口
号。在牡丹园社区，77岁的垃圾分类指
导员孙树菁，每天驻守垃圾投放站，拆

袋上百次，只为纠正错投的垃圾，身体
力行诠释着这句宣传口号。

“姑娘，你这个茶叶渣是厨余垃圾，
以后记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清晨，当
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时，孙树菁已经

准时出现在小区垃圾投放站前开始“工
作”，将居民手里的一袋垃圾重新拆开，
确认分类正确后才投入垃圾桶。有时
候居民急着去上班，常常把垃圾袋随手
一扔就走了。孙大爷发现了，就会把垃
圾袋拣出来，分好类再重新投进垃圾
桶。在刺鼻的气味面前，他没有嫌脏，
没有皱眉，没有犹豫。“自己一人麻烦没
什么，方便大家就好。”分拣过程中，一
个拆塑料袋的小动作，每天他要重复上
百次。忘我工作的情景被邻居拍成照
片，分享到社区居民微信群，一时间引
来众多点赞。

孙大爷是个热心肠，早在疫情防控
初期，他便向牡丹园社区申请参加志愿
服务，可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社区没有
同意。后来垃圾分类实施了，他如愿以
偿，成为一名垃圾分类引导员。

每天早上 7点到 9点，晚上 6点到 8
点，是垃圾分类引导员上岗的时间，孙
大爷负责的点位厨余垃圾桶内鲜见塑
料袋踪影，说起其中的“秘诀”，他告诉
记者：“看到有人扔垃圾，我习惯先问一
句‘有厨余垃圾吗’，如果有，我就会帮
他们破袋分好类后再丢进桶中。”

起初街道和社区宣传垃圾分类，不
少居民心里还是有所抗拒。“厨余垃圾
不干净，分起来也挺麻烦。”居民张淑表
示，但是看到孙大爷每天坚持义务指导
大家扔垃圾，心里感动又感谢。张淑下
决心以后必须把家里的垃圾事先分好
类再扔，“开始的时候有点纠结，怕分
错。但现在，垃圾分类成了习惯，也就
不觉得麻烦了。”

看到大家从不适应到慢慢接受，再
到垃圾分类的正确率越来越高，孙大爷
心里很是欣慰。身为垃圾分类引导员，
他将垃圾分类知识牢记心中，小区哪个
位置贴着垃圾分类宣传海报也很清
楚。对于居民的疑问，他总是耐心解
答，指导居民拍下海报内容，存在手机
里，便于随学随用。

在孙大爷看来，指导垃圾分类并不
难，只要“张嘴问一句，伸手帮一把，用
心盯一下”。对于居民们的点赞，他谦
虚地说：“受不受到表扬不要紧，重要的
是要有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的决心和
战胜各种困难的办法。当人人都能做
到自觉分类，正确分类，我们这些垃圾
分类指导员就可以光荣‘下岗’了。”

热心老人每天义务驻守社区垃圾投放站

宁可拆袋上百次 不让垃圾“走错门”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花开红树乱
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近日，在大运河
森林公园里，池鹭、长腿鹬等多种珍稀鸟
类“不请自来”，它们在这里安家落户、栖
息觅食，成为公园一景，引来了众多摄影
爱好者。

水清岸绿，一只棕色水鸟“闯入”镜
头，它半身插入水中，随后嘴中叼出一条
小鱼，飞到附近的树枝上后，将鱼吞了下
去。据观察，它的个头比鸽子大一些，头
部及前半身羽毛为褐色淡黄色相间，背部
羽毛为灰白色，后半身及翅膀羽毛为纯白
色，细长的嘴约有5厘米，上黑下绿，腿和
爪子也是细长形，腿上的羽毛为白色，爪
子是绿的。

“是池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呢！”几名摄影爱好者边拿手机对照
边议论着。摄影爱好者张子良告诉记
者，池鹭大多栖息于湖泊、水库和沼泽湿
地等水域，虽然池鹭也是鹭的一种，但比
起“亲戚”白鹭、苍鹭等，池鹭明显更“胆
大”。最近一段时间，他就在大运河森林
公园、东郊湿地公园、西海子公园看到了
它们的身影。

近几年，随着副中心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很多人都被大运河一带的鸟类吸
引，更有一些摄影师起早贪黑去找机会
抓拍，张子良便是其中一员。“大部分鸟
类都怕人，它们很机敏，并不好拍，有时
刚按快门就飞了，再抬头看，已经不知所
踪，所以要想看到它们必须赶早。”他说，
自己玩摄影十多年了，因为通州环境变
好，很多鸟类都回归到这里了，几年前第
一次拍大运河的天鹅便上了瘾，经常到
区内各大公园或各处水系拍鸟，目前已
拍了数十种，除了池鹭还有戴胜、赤麻
鸭、长脚鹬、红嘴鸥、渔鸥、夜鹭、白鹭等。

据了解，这些珍稀鸟类对生存环境
的要求非常苛刻，它们的到来，可以说是
对水环境整治效果的肯定。近年来，我
区加强水污染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有关
部门联防联控，定期开展护鸟行动，打击
盗捕鱼、盗采砂联合执法，从根本上消除
人为对湿地的破坏以及对鸟类的干扰。

本报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观鸟要保持
适当距离，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意喂食，
不要用石头投掷，主动为水鸟营造适宜的
生存空间，实现人与水鸟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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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稀水鸟“不请自来”大运河畔再添美景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7月 16日是
入伏第一天。今年受疫情影响，三伏贴
贴敷与往年不同，医疗机构分别实行预
约服务、引导错峰就诊，以避免人群聚
集。贴敷首日，我区各医院根据预约情
况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在做好医疗服务
的同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昨日一早7时许，东直门医院通州院
区门诊大厅外，等待贴敷人员有序排队
等候。医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排队人
员很大一部分都是没来得及预约的患
者。医院根据往年经验，对于这部分未
预约患者提前进行预判，安排工作人员
专门维持秩序，避免聚集，要求大家按照
一米间隔线排队，在医院单独设立的三
伏贴挂号、开医嘱、缴费处进行现场挂
号、缴费。预约患者则按照预约时段，直
接贴敷。带着 9岁儿子前来贴敷的荣先
生说，已经带孩子坚持贴敷 2年，今年是
第三年，“与往年相比，今年有预约方便
了许多，以前要一早来排队，现在按照时
间来就行，不用着急了。”

由于疫情影响，东直门医院通州院
区鼓励患者带药回家贴敷，并为患者准
备了贴敷须知。同时，对于那些年龄比
较大、自己贴敷有困难的患者，开辟了室
外贴敷地点，搭建帐篷、遮阳伞，满足不
同类型的患者需求。截至昨日 15时，该
院共有 2000余名患者进行贴敷，与去年
相比，人数减少近一半。

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通过提前宣
传，按三个日期段，每天八个时段精准预
约。在预约过程中，60%患者表达想入伏
第一天来贴敷，认为效果好。“我们工作
人员通过耐心讲解，给予引导后，大部分
患者表示理解，接受了错峰贴敷。”该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预约引导的作用下，
今年三伏贴首日贴敷人数较去年同期减

少了60%。
贴敷过程中，院内楼道设置一米线，

安排引导员，根据精准预约挂号显示时
段，引导患者分流贴敷。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提前在微信公
众号和院内进行了公告，将预约方式、
贴敷时间、地点、适应症、禁忌症、注意
事项等进行了详细告知。为了避免扎
推贴敷，实行预约贴敷，将患者均衡分

流在不同时段，有序就诊。预约情况
显示，今年头伏前三天的号源已经约
满。“我们在预约过程中，根据门诊实
际情况安排不同时段预约数量，尽量
从源头做好‘不聚集’。”该院相关负责
人说。

潞河医院将预约患者进行分组，平
均分配至每伏的每一天，将患者预约时
间精准到半小时内，确保每日、每个时

间段的贴敷人数均匀，避免发生患者大
量集中在每伏的前两三天来院就诊贴
敷的情况。今年贴敷首日，该院共预约
100 名患者，比去年数量减少了三分之
二。现场挂号、交费、登记、贴敷秩序
井然。

据了解，目前该院贴敷 7 月 17 日
已经全部预约完毕，7 月 18 日还有少
量名额。

入伏首日开贴“三伏贴”

各医院实行预约服务 患者有序错峰贴敷

芙蓉东路与运河东大街交叉路口。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 通讯员
温海建）“非常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帮
我们解决了暖气主管道年久失修存
在破损的问题。”日前，家住葛布店北
里社区的王女士带着一面印有“一心
一意为人民 尽心竭力办实事”的锦
旗，送到了居委会，并表示感谢。

原来，王女士家在装修过程中，
发现自家暖气主管道因使用时间较
长出现了老化腐蚀现象，并已经有
了一个直径1厘米左右的破洞，必须
进行更换。王女士家住二楼，但损
坏处在一二楼之间，需要到楼下居
民家中查看情况才能维修。可楼下
住户因家中长期无人无法联系，一
下让王女士犯了愁。

“这个主管道如果不更换的话，
冬天供暖季肯定要漏水的，那样麻
烦就大了。”于是，王女士给居委会
打了电话，希望居委会能帮助联系
到楼下的住户。

社区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先
马上联系了热力公司到王女士家中
了解情况，经维修人员勘查后，明确
必须从楼下住户进入维修。随后，因
一层住户当时无法回到社区，社区工
作人员又从居民底册中找到了一层
住户亲属的联系方式，向其说明情
况，请其过来协助进入该户维修。

“但一层住户的亲属因住地离
我们社区太远，说不方便过来，后来
我们就多次和他沟通，对方才同
意。”葛布店北里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付晓雷又再次帮忙联系
热力公司维修人员等，终于从一层
住户家进入，对王女士家暖气主管
道进行了更换。

“挺感谢居委会的，他们特别负
责，一直帮我忙前跑后的，多次协调
沟通，真是尽心竭力为我们居民办
实事。这回管道换好了，我心里就
踏实了。”王女士说。

暖气管道破损维修遇难
社区忙前跑后为民解忧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非机动车作为许多居民的代步工具，行驶
在城区的大街小巷。但是随着当前道路交通越来越繁忙，因为不文
明驾驶非机动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产生的损伤也往往
很严重。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也有损北京城市副
中心文明形象。

6月1日起《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任何人有权拍
照、录像协助执法，共同纠正不文明行为，建设文明家园。

我区在通州文明网、通州时讯、通州电视台、融汇副中心App等
媒体上开设“不文明行为曝光台”，对市民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并接
受社会和群众广泛监督。

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对于身边的不文明行
为，您可用手机或照相机拍下后，将照片或短视频电子版报送邮箱
(buwenmingxingwei@163.com)，稿件经审核后，将在“不文明行为曝
光台”上进行发布。

非机动车闯红灯

新城南街与新华南路交叉路口。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疫情防
控不忘群众身边事、关心事——
今年以来，潞城镇社保所对接镇
林业站、潞城集体林场以及部分
村，帮助辖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

据介绍，为让更多村民参与
林业资源管护，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潞城镇社保所、林业站及相关
单位经过商讨，放宽招聘年龄范
围：男性从 60 岁放宽至 65 岁，女
性从 50 岁放宽至 60 岁，对于超出
劳动力年龄以外的人员，需按照
要求签署劳务合同，以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在员工入职后，镇社保所将
对接相关人员对即将上岗的村
民，开展园林养护相关以及木工、
电工等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员工
的职业及技能素养。

武窑村村民武江就是通过招
聘来到潞城集体林场工作，成为
一名林场养护工。

“疫情期间，我一直闲在家。
近段时间从村委会得到林场招工
的消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
着个人材料，来到林场面试，没想

到成功了。”武江说，应聘成功后，
自己来到林场上班，工作地点离
家很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据 统 计 ，目 前 ，已 有 260 人
在家门口的“绿色”岗位上实现
就业。

此次对接镇相关科室、单位
促村民就业只是疫情期间社保所
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让镇域
内群众不出门、不聚集也能找到
工作，镇社保所利用自己的公众
号及时发布各类招聘信息，并发
动各村劳动保障协管员进行广泛
宣传。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于辖区
企业，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
镇社保所积极与各大中小型企业
对接服务，搭建就业平台，并将
2020 年“春风行动”招聘会由线下
转为线上，接连开展线上专场招
聘会。

疫情期间，镇社保所还通过
线上商讨、线下追踪的模式，帮助
村民解决了讨薪、岗位补贴申请、
失业金申领等问题，最大限度保
障群众自身权益。

线上服务搭就业平台
助力村民家门口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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