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四

三

二

一

今日滨州 B03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崔承娟

焦点眼
城市环境卫生是市民普遍关心的话题，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时隐时现的垃圾死角不但给城市环境抹了黑，更给市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尤其
是在蚊蝇容易滋生的夏季。将清理垃圾死角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于2011年在滨州市正式推行，市委市政府在2012年将其列为全市民心工程。目前，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有序进行，成效显而易见。然而，推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
了不少难题和困惑，尤其体现在垃圾死角问题处理上。

地点：盛华路渤海九路至渤海十路之间
记者探访：沿着道路南侧形成一条长约30米

的垃圾带。紧挨盛华路南侧有条河道，河道内长满
了杂草，河面上也漂浮着大量垃圾。盛华路渤海九
路至渤海十路间近千米路段，还有四处垃圾集中
堆放点。

地点：长江一路渤海八路西北角处高杜市场
记者探访：高杜市场西侧塑料及铁质垃圾桶

共配备将近20个。环卫处每天早上都会进行一次
清运，保洁设施仍配备不足，不到中午12点，垃圾
桶早已满满当当。

地点：渤海八路黄河十二路西北侧
记者探访：原先此处有一处空地成为大型垃圾

堆放场，不少居民、单位向此处偷运各种垃圾。如今，
空地外建起围墙和大门，昔日的垃圾场面貌好转。

地点：渤海七路黄河十一路东北角
记者探访：小区西侧通道边，南北长约三十余

米的垃圾带散发出难闻气味，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堆积于此，蚊蝇乱飞。附近居民反映，小区里没有
垃圾桶，居民的垃圾都往这里放。

地点：渤海二三路之间黄河八路南侧，天王堂
居委会西北角

记者探访：东西长近200米，南北宽100余米的
空地上，堆放着各种垃圾，部分垃圾堆高度超过1

米。附近居民反映，不仅是本村，附近一些单位和
个人也偷偷往这里倾倒垃圾。

市区垃圾死角
何时一去不返?
文/片 本报记者 侯晓 张卫建

自滨州市正式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以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尤其是对
垃圾死角的清理。今年3月份至今，城区共排查出27处垃圾死角。目前，城区主干道
垃圾死角经过整治已见成效，基本上得到有效清理和监管，但城中村和市场垃圾
死角却一直问题不断。近日，记者“兵分多路”对城区垃圾死角进行探访，探究垃圾
死角频繁“死灰复燃”的原因和下一步滨州城乡环卫一体化如何走出这个怪圈。

现状 >>

查出27处垃圾死角，频繁再现“死灰复燃”

滨州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李
红雨坦言，在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
进程中，遇到了不少让人头疼的难
题，突出表现在垃圾死角处理上。
根据滨州市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
室一项最新统计，今年3月份至今，
城区共排查出27处垃圾死角。

经过长时间整治，这个数据
较之往年降低了不少。据调查，城
区不仅仅有 2 7 处垃圾死角，即使
在已完成城乡环卫一体化基础工
作的村居中，垃圾死角仍频繁“死
灰复燃”。

李红雨表示，城区主干道垃圾
死角经过整治已见成效，基本上得
到有效清理和监管，目前问题主要

集中在城中村和市场垃圾死角上。
“部分村居环境卫生往往是经

过整治后情况好转，不久再出现反
弹，反弹之后再整治的过程。在最
新排查出的 27处垃圾死角所在村
居表现尤为明显。”

城中村垃圾死角的生成形式
有多种，主要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偷倒乱倒为主，部分死角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并存。以市东办事处
的天王堂居委会为例，村西空地存
在大量建筑垃圾，大多为周边单位
乱倒所致。

滨州市环卫处清运队刘志勇
表示，天王堂居委会本身配备有保
洁员和垃圾收集设备，生活垃圾处

理不成问题，正因为村居西有一片
待开发空地，给了建筑垃圾“可乘
之机”。

“偷倒乱倒建筑垃圾一直是监
管难题，垃圾多来自周边建筑工地
和装修单位，为图省钱不经过正规
渠道清运。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夜
间，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给监
管带来诸多的不便。”刘队长表示。

另外，生活垃圾死角成因主要
还是保洁人员和设备的缺失，或者
数量严重不足。按照城乡环卫一体
化配备标准，各村居每200名常住
人口配备一名保洁员，每10-15住
户设置一个垃圾桶。事实上，部分
村居未达到这个标准。

难题 >>

“问题”村居执行力差，资金长期投入不够
以市西街道办事处的丁家口村

为例，村南沿南环河及村南湾边有
暴露垃圾，问题已出现多次，6月份
曾被通报批评。对于丁家口村来说，
保洁员及保洁设施已达到甚至高于
配备标准，垃圾死角仍反复出现。具
体原因是保洁员清理垃圾不及时。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各个村
居作为卫生问题的根源，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在保洁人员和设备完全
达标的前提下，如何在村居内部建
立一套长效的管理机制尤为关键。

李红雨认为，个别村居环卫管
理制度不严谨，没有形成有效运转

机制，对保洁员职责监管不够，可以
归结为这些“问题”村居执行力太
差。

根据滨州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
室的调研，垃圾死角频繁存在的根
源问题在于资金的投入，这方面部
分村居积极性明显不高。从排查的
27处垃圾死角所在村居来看，半数
以上的村居普遍存在这个弊病。“个
别村居不舍得投入或少投入，导致
保洁人员不到位和保洁设施缺口较
大。实际上也可归结为村居执行力
太差。”

李红雨认为，城乡环卫一体化

是项长期工程，一次性投入远远不
够。作为村居，在资金投入上要建立
远期规划意识，保洁设施费用和保
洁员工资作为固定投入，除此之外，
还要做好长期成本投入的预留。

据介绍，用于城乡环卫一体化
的资金主要以财政拨款、各街道办
事处和下属村居自筹资金为主，财
政部门的拨款占大部分。目前情况
来看，政府在环卫清运设备财政支
持力度上相对较小。李红雨认为，推
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应该有稳定的财
政拨款做基础，作为街道办及下属
村居也应积极投入。

对策 >>

针对农贸市场，拟再建五座垃圾中转站
在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的过

程中，滨州市城管执法局也摸索出
了不错的路子。针对城区农贸市场
内部的垃圾死角顽疾，去年9月份，
城区小周家市场和南杨市场分别
建成移动压缩垃圾中转站。目前，
两座垃圾中转站运转情况良好。

据李红雨介绍，两座垃圾中转
站主要针对农贸市场内部环境卫
生脏乱差的境况。垃圾中转站优势
在于容量大，密闭性好，对垃圾可
进行压缩，取代了用垃圾桶装运的
机械模式。

“过去 2 0 个垃圾桶可能不够
用，现在一座垃圾中转站就顶100
个垃圾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
垃圾死角的产生。”李红雨说。

滨州市环卫处清运队的刘志
勇深有体会。“往年小周家市场和

南杨市场垃圾桶根本不够用，生活
垃圾满地都是，建成垃圾中转站
后，无需每天去清运，不仅改善了
卫生，还节省了人工。”刘队长告诉
记者。

两座垃圾中转站的初衷都是
针对农贸市场垃圾死角，然而在滨
州城区，类似的农贸市场不在少
数，比如六街市场、高杜市场、王家
市场等。记者走访发现，这些市场
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垃圾死角处理
难的问题。

李红雨介绍，移动压缩垃圾中
转站有望在城区得到进一步应用，
日前已经敲定了五处作为拟建地
点，其中包括六街市场、高杜市场
和王家市场，另有菜刘市场和康家
市场。

“目前无棣县正拟建16处垃圾

中转站，其中无棣城区拟建3处，海
丰、棣丰街道各建设 2处固定式垃
圾压缩中转站，其他乡镇各建 1处
固定式垃圾压缩中转站。14处垃圾
中转站已完成选址工作。”滨州市
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室相关人员
介绍说。

李红雨表示，结合外地经验，
建垃圾中转站应该是一个大的趋
势。根据运行情况，垃圾中转站不
仅仅适用于农贸市场，还适用于街
道办及村居，不过垃圾中转站的普
及最终还是要靠资金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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