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这里是绿地，请绕行。”在浙江诸暨市陶朱

街道友谊社区，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前后，总会出现一支

穿着“小区车管家”蓝马甲的志愿者劝导汽车司机。

这群志愿者由陶朱街道 5 所社区老年大学 33

个班级的老年学员组成。作为自治型社会组织，

“小区车管家”重点管理友谊社区内因单行线逆向

行驶引起的堵车纠纷，劝导占用绿化带等破坏公共

设施和乱停车的行为。社区是城市社会最基础的

单元和细胞，与每个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近日，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 6 部委联合印发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

求绿色社区创建要与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营造社区宜居环境，提

高社区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诸暨枫桥镇在60年前就诞生过“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当时，毛泽东

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近日，记者随着“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采访团来到

浙江，又看到了诸暨等城市正在探索新时代的枫桥

经验，建立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智慧绿色社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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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十四五’时期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

水平的关键性空间对象。”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副研

究员徐振强博士说。

他表示，近年来全国多数城市，政府服务热线

受理的群众来电逐年平均增幅在六成以上，其中

超过半数来电与社区治理有关。《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力争全国 60%以上的城市社区创建绿色

社区，这体现了六部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

发展理念，从城市细胞层面精细化提升政府服务

质量，精准满足市民需求的施政决心。

“退休了，成天在家看电视，不如出来做点事

情。”63岁的友谊社区居民林老伯说，一开始，他在

老年大学报了两个班，学习吹奏葫芦丝等。正是

通过上老年大学，闲不住的他成了社区“车管家”

志愿者、义务调解员。

记者在友谊社区里看到，这里有专门的家事

调解室、老同志调解室、居民议事厅等。“一些小问

题，通过社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做工作一般都能

解决。老同志激发了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活力，除

了作为分散在社区各角落的治理眼睛和耳朵、小

区里的和事佬外，他们加入小区环境绿化和整治

的队伍，探讨如何合理布局和建设各类社区绿地、

基础设施等，共同参与社区人居环境建设。”陶朱

街道宣传委员周春蕾说。

激发社区治理新活力

社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四川省住建厅厅

长张正红认为，应该以绿色社区创建和生活垃圾分

类为抓手，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对

于广大普通居民来说，参与基层治理、共建美好家

园，既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更是大家的权利。”

环境整治让社区变景区

在诸暨市暨阳街道鼎园小区南门，有个公益菜

存放点，小区的居民时不时把自己种的蔬菜和瓜

果、自制的美食放在这里，让大家分享。这也是浙

江省首个居民自发在小区内设置的“共享菜篮”。

除“共享菜篮”外，在小区业委会带领下，鼎园

小区还相继建立了共享工具间、儿童乐园、爱心花

盆认领养护、小区花木救护站、共享书吧、共享雨

伞等设施与服务。

现在的鼎园小区其乐融融、环境优美，但在 3

年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小区内很多管理都不

到位，草坪大面积枯萎，消防设施损坏。

2017 年 4 月，小区进行业委会选举，魏建福第

一个报名参加，当选为鼎园小区业委会副主任。

随后，他和他的团队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业主

需求，建立鼎园人微信群，向鼎园全体业主发起

“远亲不如近邻，有求必应”等活动。

通过推行共融共享，实现了邻里间的团结与和

谐，小区环境变整洁了。比如在破解社区生活垃圾分

类难题时，以垃圾分类小课堂、垃圾分类宣传框为载

体，多渠道宣传垃圾分类、定期发布垃圾红榜。鼎园

小区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和分好率均名列诸暨各小区

第一，被评为省级垃圾分类高标准示范小区。

魏建福说，鼎园的共享小区模式已历经 3个阶

段，从共享物质和服务到共享一个小区的和谐关系。

“如今，业主、社区和物业间的矛盾少了，以前‘物业不

敢管、业委无人管、社区没空管、小事成雷管’的现象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居民间相互理解、沟通，做到了

‘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小区、矛盾不上交’。”

共融共享营造社区和谐关系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日前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

悉，该院智能机械所黄青研究员课题组针对四氯联苯——一种典

型的多氯联苯，应用低温等离子体进行降解处理后发现，气体种类

对等离子体降解四氯联苯效果有重要影响，且不同气体等离子体

处理四氯联苯的活性物种也存在差别。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环境

领域类专业期刊《全环境科学》上。

当前，许多国家均存在以多氯联苯为典型代表的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残留于环境中的多氯联苯对生态平衡和

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截至目前，也缺少对多氯联苯高效和规范

的处理技术和方法，研发绿色高效的多氯联苯处理技术非常迫切。

据介绍，该低温等离子技术可去除环境中各种污染物，具有经

济实用、简便易行、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利用该技术进行有机污染

物的处理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黄青研究员课题组在此次研究中特别选用氦气、氩气、氧气、

空气和氮气等 5种气体条件进行实验，发现在惰性气体、氧气和空

气条件下，等离子体放电对四氯联苯的降解效果显著。对于机理

研究，研究人员重点考察了氦气等离子体产生羟基自由基、长寿命

的活性氧、紫外光、水合电子等对四氯联苯降解的贡献，并证明羟

基自由基是引起四氯联苯降解的主要原因。

这一成果对利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降解多氯联苯提供了理论

支持，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开发

高效环境污染物处理技术、推广等离子体污染物去除技术的应用

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

可降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新华社讯（记者王金金）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

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可可西里藏羚羊目前进入回迁高峰期。

青海“生态之窗”远程网络视频观测系统8月7日观测的画面显示，

300多只藏羚羊当日13时20分左右陆续通过青藏公路3002公里处。

“截至 8月 8日大约有 2100只雌性藏羚羊携幼仔陆续通过青藏

公路3002公里处、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副站长尕玛英培介绍，目

前仍有大批藏羚羊在青藏公路旁等待时机“过公路”。

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统计，

藏羚羊回迁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2019年通过青藏公路 3002

公里处回迁的藏羚羊数量为4860只，比2018年增加338只。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新明说：“回迁藏羚羊数量近

期仍会继续增加，回迁季预计9月初结束。”

为保证藏羚羊顺利回迁，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的工作

人员在大批藏羚羊陆续经过辖区时加强巡逻，同时对藏羚羊的回迁

数量、时间及相关细节进行统计。如发现有藏羚羊群试图穿越公

路，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可可西里

藏羚羊进入回迁高峰期

“我年轻那会儿，这都是望不到头的耕地，刮风下雨的时候刮上

来的是土，冲下去的是泥浆。”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吴起街道金佛坪村

村民马有恩说。

马有恩今年55岁，他的家乡吴起县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属黄土

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与他年轻时不同，现在的黄土高原如同油画。

改变始于20多年前。1998年，吴起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当时一亩地一年补助200斤口粮、50块的树苗费和20块的管护

费。”刚开始退耕还林那会儿，马有恩家里还有 30多亩地，种满了土

豆、玉米等农作物。

“能保证了口粮，谁不想让这光秃秃的山变绿？”他说。

于是，夫妻俩带着锄头，当时11岁的小儿子牵着毛驴驮着树苗，

马有恩一家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场“绿色革命”中的一员。

沙棘、刺槐、山杏、山桃……摸着一棵棵当年自己种下的树，马有

恩不由得感慨。“山绿了，风沙少了，空气好了，山洪和泥石流也少了。”

这是马有恩20多年来的切身感受。

随着生态的好转，没有了黄土的“侵扰”，吴起人的农业观念也在发

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

2012年，马有恩修建了占地6亩的2个甜瓜大棚，告别了“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生活，现在他的甜瓜大棚一年能给他带来十余万元的收入。

退耕还林的同时，吴起一直在尝试以政策和技术引导新产业发

展。2012年，在政府资助下，吴起人齐天光修建了占地1300多平方米

的红利肉羊养殖场，常年维持着500只—1000只的规模。

“设施养羊成本高，但是在管理品控上有极大的优势，而且打

响品牌后市场销路也不愁。2019 年一年我就卖出去五六百只

羊。”齐天光说。

“1998年没退耕之前，全县散养了23.8万只山羊，差不多是生态承

载极限的两倍。草刚露头羊就啃了，山一年四季光秃秃的，夏天和冬天

看不出来区别。”吴起县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树学说。

上个月，齐天光刚开了一个大单，隔壁县的买家过来拉了100多

只羊，一只羊能卖2100多元，羊场一时热闹非凡。

“当初散养那种模式，老百姓是省事，但为了小利把环境破坏了，

这种模式怎么能长久呢？”齐天光感慨。

增收有了保证，群众也对这场“绿色革命”更有信心。2019年，吴起

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028元，较1997年的887元净增11141元。

陕西吴起

“绿色革命”带来的红火日子

徽 派 建 筑 、火 车 广 场 、渔 民 壁 画 、文 艺 书

屋 ……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舟山市定海区

的一个偏远海岛乡村新建村，这几年多了几分文

化创意气息，点上精致、线上出彩、面上美丽的乡

村风貌逐渐成形。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目光所至的民居外墙上

尽是蓝色调的海洋民俗画：远方的灯塔、复古的木

质渔船、出海捕鱼拉网收获的喜悦，徜徉其中仿佛

走进了一片乡土艺术天地，这些作品是西安美院

和中国美院的学生“以墙为纸”创作的，展现了多

彩的海岛乡村生活劳作场景。

舟山市定海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应

海康说，富有创意的环境设施改造只是乡村发展

的第一步，如今我们要提升内涵，植入海洋、海岛

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做出特色。

新建村的南洞艺谷以文化为引领，引进来自

不同行业的七家文化创意企业，为原生态的乡村

注入活力，让村民接受了新生事物的涵养，一些村

民对创意产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自发加

入文创队伍。

村里的群岛美术馆和文化礼堂成为村民闲暇

时最爱去的地方，三五个妇女聚在一起创作渔民

画，她们用画笔记录生活。新建村的邵荷青阿婆

已经快 80岁了，听说村里有渔民画培训，她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老年学员班。她在老师指导下画的一

幅渔民画《吉祥》，被来村旅游的香港游客出价

3000元买下。“我就是把渔村生活劳作的场景画下

来了，不专业的，有人喜欢实在是没想到。”邵荷青

说自己做梦都没想过画画还能赚钱。

南洞好景引客来，农家乐趣留客住。创意，让

新建村独树一帜、别具一格，让海岛乡村走上“创

益”致富路，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介绍：“生态

旅游产业做起来了，绿水青山就会不断带来‘金山

银山’。”

“村内新建设运行的‘拓片展览馆’以及‘仙踪

林探索乐园’景点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新建村

党总支副书记芦海峰表示，按照“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要求，该村每年都在拓展新业态，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

生态好了，生活美了。目前，新建村已发展农

家乐 40 余家，民宿客栈 18 家，今年又新引进了品

牌民宿“大乐之野”。2019 年，全村接待游客超 45

万人次，浙江省中小学研学实践团队 50余批次，全

市各级党组织参观学习团队 130余批次，村里人均

年收入达到 3.9万元。

村民周阿素经营着自己的农家乐“常相会”，

去年春夏旅游旺季，每周末有上百人到他家吃饭，

预约电话每天有几十个，全年营业额达到 55 万

元。2016 年 9 月，在外闯荡多年的村民周国兴回

乡创业，在村干部的建议下与传统农家乐“错位”

经营，办起了“燕归来”餐厅，主打咖啡、茶和简餐，

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散去，这些新建村的小院子又

开始热闹起来。

应海康坦言，疫情期间乡村旅游的热度受到

一定影响，“但恰好给了我们时间、空间去修炼内

功，短暂地俯身是为了跳跃时能跳得更远。”他提

到，今年 1—6月在新建村的旅游资源开发运营上，

他们将大部分精力用在深挖海岛乡村文化、整合

资源上，引入了更多合作伙伴，提升了新建村的品

质内涵。

新建村乡村旅游复工复产形势良好，这个暑

假每天接待游客约 2000 人次，今年以来累计接待

游客 18万人次，美丽乡村的形态美与内在美，让文

化小镇走上从“创意”到“创益”的发展路。

从“创意”走向“创益”
——浙江舟山一个海岛乡村的绿色复兴路

新华社记者 黄 筱

“叮咚”，诸暨江新社区线上议事厅大屏幕上显

示，艮塔东路41幢1单元外墙的排污管破裂，导致生

活污水直接排放到天台上。社区网格员钱嘉玲看见

后，立刻赶往现场查看，确认情况后迅速解决。

这是诸暨市通过“互联网+”提高社区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全科网格员队伍建设的一

个场景。

据统计，诸暨共有网格 1203 个、网格员 4394

名。其工作内容涵盖矛盾化解、公共安全、环境监

管等 36项 100个具体事项。

钱嘉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居民有问题和意

见，通过江新社区微信公众号留言，信息会自动跳

转到线上议事厅大屏幕，网格员就能第一时间看

到并进行处理。

徐振强表示，此次由 6 部委联合创建绿色社

区，有助于实现齐抓共管共创，为建立健全社区人

居环境和整治机制创造可能。

他说：“创建绿色社区，在物理空间设施的宜

居、环保、节能和安全等功能提升的同时，还应注重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协同集成应用。要突出数字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在社区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降低

综合管理成本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依托绿色社区

创建，还能将社区—街道—城区和城市等不同空间

尺度的智能化基础进行根本性提升，促进智能化应

用能够实实在在服务到社区网格里的市民。”

周春蕾说，社区还在培育绿色文化，设立小区

红黑榜。将小区内乱堆乱放、破坏公用绿地等不文

明行为，定期到黑榜上“晒晒”。反之，哪条楼道很

整洁、谁义务美化环境等，也都会在红榜上公布，引

导小区居民遵守《社区公约》，践行绿色生活。

网格化管理智能化服务实实在在

丽水市云和县大坪社区就是推进基层治理制

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

大坪社区是云和县的下山安置新兴区，社区

居民来自全县 10 个乡镇。在山民变市民的过程

中，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的陋习一时难以改变。社

区内私搭乱建、花坛绿地改种蔬菜、家禽狗羊随意

放养等现象随处可见。

社区负责人说，大坪社区以创建绿色社区为

切入点，从整治环境和垃圾分类着手，制定“一河

一策”整治方案。

通过河道整治、控源截污、沟通水系、生态修

复、长效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有效改善河道水

环境，同时，选派居民代表作为社区网格员，确保

河道河岸长期清洁干净，让小区变得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

如今的大坪社区已经变身为景区，社区内有

清澈的溪流穿过，溪边杨柳依依，不少市民开着私

家车来到柳树下休闲垂钓。社区居民依托白龙山

自然景观和畲族文化、盆景文化，办起了农家乐，

从绿起来走向富起来。

“绿色存折”巧解乡
村“垃圾分类”难题。图
为在湖南省津市市新洲
镇五泉社区，一居民展示
绿色存折。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在北京市海淀区新科祥园社区在北京市海淀区新科祥园社区，，社区社区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中中））为为““绿色明天绿色明天””环保志愿小环保志愿小
队队员李梦鸿一队队员李梦鸿一（（右右）、）、施柏涵介绍垃圾分施柏涵介绍垃圾分
类知识类知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超任超摄摄

社区共治共享社区共治共享
让城市每个让城市每个““细胞细胞””都绿起来都绿起来

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

6部委近日联合印发《绿色

社区创建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要求绿色社

区创建要与居民自治机制

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营造社区宜居

环境，提高社区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

绿色故事

新华社记者 徐 汉 吴鸿波

近年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以“一村一品”为要求，按照洁净乡村、美丽乡村、风情乡村三个层次全
域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全面提升了农渔村环境面貌。2019年，定海全区乡村旅游年接待量达173万人
次，实现乡村旅游营业收入24.31亿元。图为空中俯瞰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村。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