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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点鼠标,居民信息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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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日讯(记者 尹明
亮) 去年8月9日，本报曾以《社
区电子化，图小乾坤大》为题报道
了历城区桑南社区制作社区电子
地图的情况。2日，记者了解到，如
今社区地图又要升级了，20多项
居民详细信息注入地图，家里几
口人、哪家需要帮助，甚至连居民
有啥兴趣爱好都可以在地图上一
搜便知。

“如今已经完成四五座楼的
信息注入了，鼠标一点啥都能看
到。”2日上午，守在尚未完工的地
图前，桑南社区的工作人员也都
是既好奇又兴奋。“以前主要是社
区的设施情况，现在居民信息也
要做上，每座楼住着哪几户，工作
单位、爱好特长、联系方式等20多
项新内容都要往上加，要建成一
个完整的电子社区。”居委会主任

单兵说。
虽然尚未完工，但目前的地

图已经颇有感觉了，记者用鼠标
在二环东路772号楼上一点，刷出
来一个列表，谁家住哪儿、家里几
口人、是不是低保户、失业原因等
等，从表中一览无余。

单兵告诉记者，为了这次地
图升级，工作人员几乎对社区又
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有些住户

流动性比较大，一定得确保地图
上的信息准确无误，从春天就开
始了，断断续续的，如今信息收集
工作刚刚告一段落。”

“程序很多还在做着，地图上
以后还会有搜索查看、统计分析、
做报表等功能，很多社区工作以
后就不用跑了，只需守着电脑就
能完成。”义务帮居委会做地图的
小区居民杨智说起来也是十分得

意，“等程序都做完，居委会就可
以把收集的信息都输进去，相当
于一个超级社区数据库。”

居民信息会否被泄露？对于
记者的担心，单兵倒十分自信，

“这些信息平时社区也都要掌握
的，地图不上网，只有居委会自己
用，只是把众多的表格、资料整合
起来而已，外人不会轻易看到
的。”

试点5个月，垃圾分类率差别真不小

有的达八成，有的才两三成

居民楼前摆上四色分类垃圾桶后，环境比以
前干净许多。 殷亚楠 摄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殷亚楠) 今
年2月上旬，济南市历下区启动了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在辖区选定了36个试点单
位倡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5个月
了，垃圾分类推行得怎么样？近日，记者
走访多个试点小区进行了解。

垃圾桶多了环境更好了

7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燕山小区
南区1号院，这个院里有两栋楼，南侧
的2号楼四单元楼前花砖处，放着看上
去很新的四色分类垃圾桶。居民张大姐
说，往年一到夏天时，楼前的两个垃圾
桶经常被装得满满的，边上也被放上很
多垃圾，脏乱还招苍蝇蚊子。这几个桶
摆上几个月以来，楼前干净多了。

张大姐还说，在试点刚启动的时
候，宣传力度大，分类效果就好些，最近
天气热了垃圾多，情况不如前段时间
好。“关键是没人监管，现在都是靠大家
自觉。”张大姐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加强
宣传，同时想办法适当监管，让大家共
同做好垃圾分类。

燕山小区南区2号院一位居民说，
不管这垃圾分类率是多少，反正现在垃
圾桶比以前多了，以前是两个，现在是
四个，垃圾桶多了垃圾都有地方放，环
境比以前干净很多。

记者走访甸柳二区、菜市小区一区
等七八栋试点居民楼发现，楼前的垃圾
分类率差别不小，有的分类率差不多能
到八成，而有的地方则看不出有明显的
分类，分类率仅有两三成。

目前仍以引导宣传为主

历下区城管局局长朱俊如介绍说，
历下区的垃圾分类暂时还没有新措施。

“垃圾分类最难之处就在于改变居民原
有的习惯，培养居民良好的意识。现在我
们在垃圾分类上的工作仍然以引导宣传
为主。”朱俊如说。

朱俊如补充说，前一阶段，每个街
道给辖区的垃圾分类试点单位都聘请
了义务监督员，监督员们通过不定时抽
查和宣传，来引导居民实施垃圾分类投
放。对于一些地方垃圾分类率不高等试
点运行阶段中出现的问题，他们将进行
汇总、分析，然后在实际工作中及时调
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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