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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除差”，分类质量大提升

鼓楼区幕府山街道某宿舍小区建成于1981年，
有4栋楼房、160户。“小区去年4月建成垃圾收集
点，起初收集点没有洗手设施，居民嫌洗手不便，
参与积极性不高，垃圾混投现象严重。在测评时，
小区被评为C级。”幕府山街道垃分办工作人员黄
玉琴说，街道多措并举对该小区展开“精准除
差”。一方面，及时对收集点进行微改造，加装简
易洗手设施供居民使用；另一方面，成立除差小
组，由街道垃圾分类办公室、执法中队、社区、物
业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等10多名成员组成，大家挨
家挨户上门宣传、指导分类。小区同时利用小喇叭
在收集点循环播放分类内容，让垃圾分类宣传“入
脑入心”。此外，小区每月评选分类“红灰榜”，对
分类好的家庭，发放小礼品；对不分类的居民，执
法中队会上门劝诫。通过“精准除差”，小区垃圾
分类质量显著提升，居民准确投放率从60%左右提
高到了95%以上。

垃圾“亭”改“房”，环境大变样

建邺区双闸街道五矿崇文金城B区有4幢楼、
居民516户。南京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后，该小区按
每200—300户设一个垃圾亭的要求，设置了两个
垃圾亭。“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靠近小区
11、12两幢楼附近的垃圾亭，由于居民户数多、垃
圾投放量大，经常出现垃圾桶满溢和垃圾散落情
况，影响小区环境，居民很有意见。”双闸街道垃
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后，
街道协调亭房建设公司，于今年4月将此处垃圾亭
换成了垃圾房，可承载过去一倍的垃圾量。同时，
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加大垃圾清运频次，其他垃圾一
天清运两次，厨余垃圾日产日清。投垃圾方便了，
亭房周边卫生和小区整体环境都提升了，居民交口
称赞，纷纷参与分类，如今分类准确率达90%以
上。该小区也顺利由分类C级晋级为B级。

凝聚多方合力，共治分类乱象

鼓楼区华侨路50、54号小区是老旧小区，每天
产生垃圾量大。小区垃圾收集点起初设有3个其他
垃圾投放口。“清运人员收运垃圾时发现总有垃圾
满溢、散落现象，居民也常常反映这个问题。”华
侨路街道垃圾分类办公室工作人员高芳芳说，5月
中旬，街道垃分办工作人员、社区书记、居民代表
等14人开展群众评议，共商治理方案，在广泛了解
居民需求后，决定增设2个其他垃圾投放口，缓解
投放压力。

8月完成投放口增设后，街道垃分办协调各方
力量参与管理，实行“街道督查、社区巡查、物业
自查”共管机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检查小组微
信群，及时处理。各方合力下，小区分类质量和环
境品质不断提升。该小区日清运其他垃圾近1吨，
厨余垃圾日清运量近300公斤。

由于小区内部空间小，麻家巷收集点建于院墙
之外，导致出现沿街店家偷倒餐厨废弃物情况。

“除差”过程中，华侨路城管执法中队队长周波通
过调取周边监控、走访居民等，取证锁定了一家餐
饮商铺，按规定对其予以教育和处罚，从根本上保
证了小区垃圾亭整洁有序。

垃圾亭房落地，改善小区环境

建邺区兴隆街道清竹园小区被评为 C 级小
区，主要原因是收集点建设迟迟落不了地。兴隆
街道垃分办工作人员蒋超介绍，该小区“撤桶并
点”后，四五处地方都摆放着一排敞口式老旧垃
圾桶，异味大，环境脏乱。“我们组织社区、物
业、施工单位人员与居民代表等开了多次专题议
事会，结合居民建议，集思广益研究、商讨后，
根据居民户数、垃圾投放量，在小区两个大门外
分别建了 1 个垃圾房、两个垃圾亭。”房亭建好
后，小区原来摆放的垃圾桶都撤走了，环境变得
整洁美观。物业安排保洁员定时定点清洁垃圾亭
房，并指导居民分类。

该小区的垃圾收集点设置有洗手池、遮雨
棚、照明灯、灭蝇灯等，既方便居民分类投放，
也确保干净、无异味。收集点还装有远程监控摄
像头，便于小区物业经理、保洁主管倒查乱投垃

圾行为。眼下，居民们纷纷参与垃圾分类，共同
守护小区环境。

优化收运时间及频次，让垃圾少停留

玄武区新街口街道红庙小区有10幢建筑，入住了
644户居民，小区临街一排门面房聚集了30多家商
户。此前因临街商户和居民分类意识不强，垃圾混投
问题较严重。同时，小区垃圾分类硬件设施满足不了
商户和居民投放需求，出现垃圾满溢现象。

为摘除“差级（C级）”帽子，近一年来，街
道、物业齐想办法。针对垃圾分类亭前摆放垃圾桶不
规范现象，街道垃分办要求物业在小区寻找合适地
点，设置备桶区摆放垃圾桶，并要求督导员及时更换
亭中装满垃圾的桶。物业联系收运单位优化收运车辆
在小区的收运路线，实现垃圾闭环收运。同时，结合
不同季节居民投垃圾的时间、数量等特点，优化收
运时间和频次，减少垃圾在小区的积存时间。

针对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的问题，街道垃分
办联合小区物业、社区网格员等，以开展宣传活
动、张贴垃圾分类宣传画等方式，增强宣传力度，
提升居民对分类政策、知识的了解度。“如今，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对小区环境的满意度得到进
一步提升，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也步入了有序、稳
定发展的快车道。”街道垃分办相关负责人说。

30余次协调，让收集点成功落地

秦淮区瑞金路街道天阙苑小区（中航金城1号
小区）规划建设时并未预留垃圾分类收集点，南京
推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后，收集点落地面临重重难
题。由于无法撤桶并点，该小区在南京上一年度分
类评级中被评为C级小区。南京启动“争优除差”
后，瑞金路街道、社区、物业联动，在大半年的时
间里，开展座谈会、协调会30余次，考察垃圾收集
点的合理选址，最终让两个配备空调、洗手台、烘
干机等设备的收集点落了地。

如今，无论何时走进收集点，都闻不到丝毫异
味，这大大提高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支持度。物业
每天安排督导员进行分类指导，让各类垃圾各归其
位。同时，在党建引领下，街道、社区、基层党
员、志愿工作者以身作则，并积极宣传引导居民从

“想做”到“会做”、再到“坚持做”“下意识做”。
“小区已摘掉‘C级’帽子，正努力跻身省级垃圾分
类示范小区行列。”物业相关人士介绍。

物业办与垃分办“齐头并进”，提升分类效果

入住1047户居民的秦淮区春光里小区，建有3个
垃圾收集点，但是分类之初，小区一部分居民不配
合，常在小区中心广场收集点前的空地上，放有一堆
未分类的垃圾，环境卫生较差，小区被评为C级。

为“争优除差”，街道物业办与垃分办将相关工

作“齐头并进”。“以前两个办公室各干各的工作，
但为解决好小区垃圾分类这件事，在督导、巡查中
我们‘合二为一’，效果也完全不一样了。”秦淮区
红花街道垃分办相关人士介绍，物业所有工作人员
被分派至各点位与垃圾分类督导员一同引导居民分
类，对乱扔垃圾的居民上门重点指导，以减少乱
丢、混投行为。同时，街道还联合社区、物业，通
过协商评估，增加垃圾满溢频率较高点位的收运频
次，由此杜绝垃圾满溢现象，有效提升了收集点位
的环境。目前，春光里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提
升到90%以上，满意率也超过了90%。

约谈物业促整改，做实做细垃圾分类

玄武区玄武湖街道环科所小区是该街道第一批
“除差”小区。玄武湖街道垃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强化物业公司作为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意识，
街道垃分办、社区、执法中队三级联动，约谈物业
负责人，要求其对存在的问题尽快整改。

同时，街道垃分办深入小区进行“精准除差”
指导。针对部分居民分类意识不高的问题，开展了
亭房旁小喇叭循环播放分类宣传语、入户发放分类
宣传册等多种形式的宣传；针对分类设施问题，联
系厂家，全力保障设备的正常使用，对损坏或脏臭
的垃圾桶，要求及时更换和清洗；针对分类质量不
高问题，定期对分类指导员培训，提升业务水平，
并联合社区、物业、执法中队等，形成物业自查、
执法中队日查、社区抽查的长效机制，提高垃圾投
放准确率。

在多方努力下，该小区成功摘掉“差级 （C
级）”帽子，居民分类准确率提高了，小区整体环
境也有了显著改善和提升。

南京持续推进垃圾分类“争优除差”，一批“差级”小区“摘帽”——

克难攻坚，打好垃圾分类“持久战”

11月1日，南京施行垃圾强制分类迎来
两周年。两年来，各区深入宣传垃圾分类，前
端投放、中端收运、末端处置齐发力，垃圾分类
工作顺利起步并持续稳步推进。

居民小区是垃圾分类的“主战场”。为切
实提升垃圾分类工作实效，南京全面展开生活
垃圾分类“争优除差”行动。按照分类成效，南
京2021年针对全市5483个小区进行了分
类评级，将所有小区划分为A、B、C三个等级，
分别代表分类工作优、良、差。南京各区以“一
小区、一方案”的方式，对分类差的小区进行
“攻坚”，推动垃圾分类新时尚变成更多人的
“新习惯”。眼下，一大批曾因分类差被评为
“C级”的小区，已通过优化收运、完善设施、强
化宣传指导、加强保洁等一系列举措，晋级为
分类优良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