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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车、自动挂钩、升箱、卡位……不到
5 分钟时间，载重 10 吨的垃圾压缩箱便
被装满了。7 月 6 日一大早，在聊城城区
二干路一垃圾转运站，市城管局环境卫生
管理服务中心清运科二中队队员布乃文
熟练地操作着垃圾清运车。半个多小时
后，这车垃圾将被运送至聊城康达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在那里，经过发酵、除湿等
预处理流程，这10吨生活垃圾将被用于发
电和用作制砖材料。

生活垃圾的处理是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的关键环节。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市城管局积极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我市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60多岁的李玉珍是东昌府区柳园街
道柳园小区的居民，现在她已经养成了一
个习惯，每天都要投放两次厨余垃圾。李
玉珍随身携带着一张印有“垃圾分类智能
环保屋居民卡”字样的卡片，投放垃圾时，

只需刷一下卡，再按一下环保屋上的垃圾
分类按钮，相应投放口就会自动打开。

“每次投放完垃圾就能兑换积分，积
分能兑换日用品，多好的事。”李玉珍感慨
地说，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后，居民参与的
热情越来越高，乱堆乱放物品的现象没有
了，小区环境变好了。其实，像柳园小区
这样，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越来越
多。

垃圾分类的首要关口在源头分类。
我市通过先行试点，不断探索总结经验，
推动全市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开展，逐步实
现扩面增量的目的。目前，市城区和县城
所有公共机构、1228个居民小区已实行生
活垃圾分类（主城区 917 个，其他县市区
311个），共配置分类垃圾桶4.3万个，改造
或新建生活垃圾分类房（亭）991个，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宣教基地5处，新增厨余垃
圾就地处理设施2处，覆盖居民44.8万户。

垃圾转运站是对垃圾进行处理的关
键场所，而提起垃圾转运站，人们就会联
想到污水横流、臭气扑鼻的场景。不过，
聊城市城区的各个垃圾转运站却是另一

番景象：实现了收运全封闭，垃圾不落地，
内外环境整洁，地面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杂物，转运站内几乎闻不到任何
刺鼻的气味。

为减少环境污染，我市不断加强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等环节污染防治，消除环
境污染隐患，有效提升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管理能力，加大转运站消杀除臭频
次，保持其内外环境干净卫生。市城区和
县城96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全部配备渗滤
液收集设施，实现了渗滤液收集后集中处
置，做到了日产日清。

今年6月，聊城康达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二期工程试运行，增加生活垃圾日焚
烧处理量400吨，该厂生活垃圾日焚烧处
理总量提升至1000吨。截至目前，市城区
和县城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厂6座，生活垃
圾日处理量达4200吨，全部焚烧处理。生
活垃圾常态化收集、密闭化运输、无害化
处理体系基本形成，垃圾处理进入“绿色”
新时代。

“今年上半年，聊城康达生活垃圾焚
烧厂共入炉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11.71 万

吨，发电4512万千瓦时。”市城管局环境卫
生管理服务中心固废服务科负责人杨博
说。

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缓
解了生活垃圾处理压力，产生了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贡献。

聊城市：生活垃圾变身绿色资源

垃圾转运站值班人员在擦洗垃圾压
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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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上“蓝马甲”，65岁的网格员吴秀珍
显得更年轻了。

7 月 4 日下午，在东昌府区育新街毛
纺厂家属院，吴秀珍一边查看卫生情况，
一边掏出手机，拍下墙壁上新安装的宣传
展板。

“每天要上报两次小区的动态情况。”
吴秀珍笑着说。

吴秀珍是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光岳社
区的一名网格员，也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对小区居民来说，她是一位
热心大姐，是他们遇到困难后第一时间会
想到的人。

一面锦旗背后
几多暖心故事

6月26日，小区居民马老太太的儿女
将一面锦旗交到吴秀珍手中，感谢她及时

发现了老人生病并第一时间进行救援。
3天前，小区居民集中进行核酸检测，

细心的吴秀珍发现马老太太一直没有下
楼。

“老人独居，孩子都在外地。”吴秀珍
说，她感觉情况不太对劲，就和几个邻居
赶到马老太太家，结果敲门无人应答，电
话也打不通。她叫来民警和消防救援人
员打开屋门，发现马老太太躺在床上已不
省人事。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吴秀珍遇到了不
止一次。今年4月，也是一位独居老人感
觉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给吴秀珍打电
话。吴秀珍和丈夫把老人送到医院检查，
并帮忙办理了住院手续。在老人的孩子
赶来之前，她一直在医院照顾。“现在老人
已经康复，跟着孩子去济南了。”吴秀珍
说。

通过这两件事，吴秀珍意识到，对于
独居老人，尤其需要多加注意。所以，现

在她每天都要走访几遍小区，对于独居老
人，更是经常上门走访。

“因为我也是聊城毛纺厂的退休员
工，所以对家属院的大部分居民都比较熟
悉，这是我干工作的优势。”吴秀珍说，“受
命”做小区网格员后，她的一个朴素想法
是，既然大家信任自己，就要努力干好，大
小事儿不能“掉到地上”。

居民的认可就是荣誉
党员必须带头

58岁的毛纺厂家属院居民朱凤兰一
看到吴秀珍就迎了上来，“吴大姐工作认
真，小区里有她在，我们可舒心了”。朱凤
兰说。

这个家属院以及相邻的育新苑C区，
是吴秀珍的主要服务区域。

组织核酸检测，保持卫生，联系施工
人员为小区修路灯、换窨井盖、修储藏室
房顶，调解邻里纠纷……因为毛纺厂家属
院多年没有物业，吴秀珍为该小区180多
户居民没少操心。

“谁家有事，比如水管漏水了、不知道
医疗保险该咋缴，都习惯来找我。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对卫生要求严格，我就发动
大家‘自扫门前雪’。”吴秀珍笑着说，对于
部分公共区域的卫生，她有时自己打扫，
有时还带着老公一起干。

“家人都支持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底
气。”吴秀珍说，她有个犟脾气，就是干什
么都要求干好，年轻时如此，现在上了岁
数，心气还是挺足。

“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巾帼
建 功 ”先 进 个 人 、“ 纺 织 行 业 操 作 能
手”……翻看着退休前获得的一本本荣誉
证书，吴秀珍笑靥如花，这些证书记录着
她奋发有为的过往。

吴秀珍觉得，居民的认可就是荣誉。
“大家遇到困难时能想到我，就是对我的
信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要为社区
和居民分忧。即使哪天不做网格员了，需
要我帮忙，我也一定不推脱，因为我是一
名老党员，必须带头走在前、冲在前，为人
民服务。”吴秀珍说。

网格员吴秀珍：老党员更要冲在前

吴秀珍（右）和朱凤兰在小区拉家常

吴秀珍在介绍毛纺厂家属院改造前后的变化吴秀珍在介绍毛纺厂家属院改造前后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