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湾家园的垃圾分类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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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社区的不断推广，垃圾分类正逐渐成为生活的一种新时尚，而一些人就成为其中的先行者。长阳镇云湾家园社区工作人员王亚芳被

大家称为“社区垃圾分类达人”，她早在2018年7月就策划过“变废为宝”的暑期环保活动，把可回收垃圾利用起来，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新版垃

圾分类规定实施以来，她更是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广中，线上教孩子们分辨各种垃圾，线下带队指导居民分类投放……

线上授课：

垃圾分类全家总动员
“我们平时用过的口罩属于哪类垃圾

呀？”

“我们在没有生病时佩戴过的口罩属

于其他垃圾，要用绳子扎紧或经过消毒才

能放进垃圾桶内！如果大家对于垃圾的

分类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学

习、讨论。”

这是王亚芳与居民的线上对话。

5月17日，云湾家园社区开设了一期

主题为“垃圾分类全家总动员”的线上微

课，组织社区家庭参与，主要针对青少年

进行知识普及和讲解，为孩子树立良好的

环保意识。为了让小朋友更加清楚各类

垃圾的概念，社区还为每个小朋友准备了

一份垃圾分类训练卡套装，里面有四个小

的模拟垃圾桶和几盒垃圾分类卡片。微

课全程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小朋友

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课后还有几名小朋友

专门录制了垃圾分类小视频在群里分享。

王亚芳平时有较强的环保意识，作为

社区工作人员，她一直在思考垃圾分类在

社区如何推广。正因如此，王亚芳自然而

然成为了社区微课的主讲人，在得知自己

要为社区的孩子们上这堂课后，她立刻开

始备课，在自身原有知识的基础上精益求

精，将垃圾分类细则吃透吃细。“通过这堂

微课不仅激发了小朋友们对垃圾分类的

兴趣，还增强了每个家庭的垃圾分类意

识。”王亚芳说，“这种线上微课我们今后

会在云湾社区继续开展下去。”

线下带队：

宣传引导，帮助居民正确分类
王亚芳是社区云之尚环保小分队的指

导员，据了解，云之尚环保小分队是社区于

2017年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这支队伍现

有队员十几名，全部是社区的居民。

云湾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徐雪芬介

绍：“云之尚环保小分队隶属于云之尚志愿

服务联盟，主要致力于社区环境保护和环

境绿化美化，解决楼道杂物堆积等现象。”

自从新版垃圾分类实施以来，这支队伍成

为社区垃圾分类推广的生力军之一。在指

导员王亚芳的带领下，队员们每天不定时

在社区里对居民进行宣传、引导。

此外，社区还积极发动社区党员、物业工

作人员和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每天在垃圾

投放的高峰期（7:30-9:00；16:40-18:00）

在投放点进行分类指导，提高居民垃圾

分类、投放的准确性。王亚芳说：“作为

社区工作者，必须从我做起，认真学习垃

圾分类的各项知识，带头行动。通过大

家的努力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的新

时尚，人人争做垃圾分类的倡导者、宣传

者和践行者。”

动员人人参与，打好持久战
北京是一座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

的大城市，每年生活垃圾的排放量是一个

巨大的数字，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

响，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同时，垃圾分类也是一场持久战。王

亚芳告诉记者，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至关重

要，也任重道远，她将继续努力，集思广

益，创新形式，动员居民人人参与垃圾分

类，爱护环境，让社区变得越来越美。

在公共卫生方面，重点治理下列不

文明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

（二）乱丢烟头、纸屑、塑料袋等废弃

物；

（三）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排队等候

队伍中吸烟；

（四）在公共建筑物、公共设施设备

上乱写乱画、乱贴小广告；

（五）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不按规定

进行垃圾分类。

在公共场所秩序方面，重点治理下

列不文明行为：

（一）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二）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

娱乐、健身时使用音响设备产生噪声，干

扰周围生活环境；

（三）在室外使用音响器材或者采用

其他发出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干扰周

围生活环境；

（四）以谩骂、起哄等不文明方式扰

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

（五）在遇有突发事件时，不配合各

项应急处置措施。

在交通出行方面，重点治理下列不

文明行为：

（一）驾驶机动车乱停靠、乱插队、乱

鸣笛，不规范使用灯光，行经斑马线不礼

让行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二）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

通行，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逆行，乱穿

马路；

（三）行人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乱

穿马路，翻越交通护栏；

（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抢占座位；

（五）从车辆中向外抛物；

（六）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按照

规定停放。

在社区生活方面，重点治理下列不

文明行为：

（一）在 楼 道 等 公 共 区 域 堆 放 杂

物；

（二）遛犬不牵引，犬便不清理；

（三）违反规定装修作业或者室内产

生噪声，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四）在公共区域内擅自设置地桩、

地锁或者其他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

通行；

（五）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处等公共区域为电动车充电；

（六）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和疏

散通道。

在旅游方面，重点治理下列不文明

行为：

（一）以刻画、涂污或者其他方式损

坏文物古迹、旅游设施；

（二）采挖景区植物，攀折花木，损坏

草坪、树木；

（三）伤害或者违规投喂动物。

在网络电信方面，重点治理下列不

文明行为：

（一）编造、发布和传播虚假、低级庸

俗、封建迷信等不良信息；

（二）擅自泄露他人信息和隐私；

（三）拨打骚扰电话，发送骚扰短信；

（四）以发帖、跟帖、转发、评论等方

式侮辱、诽谤他人。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不文

明行为的日常检查，及时发现、劝阻、制

止、查处不文明行为，并按照有关规定向

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执法信息；完

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证据互认机制，对

严重不文明行为开展联合惩戒。行政执

法部门对不文明行为实施处罚时，当事人

应当如实提供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身

份证明信息。

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内实施

不文明行为的，经营管理单位有权劝阻、制

止；不听劝阻或者制止无效的，可以拒绝提

供服务或者将其劝离，并可以视情况不退

还或者部分退还已经支付的费用。物业、

保安、环境卫生等服务企业对服务区域内

的不文明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制止；属于

违法行为，不听劝阻或者制止无效的，应当

及时报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阻、制止，并可以向政务服务热线

或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投诉、举报；对不

文明行为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等形式所

做的合法记录，可以提交行政执法部门作

为执法的参考。

“六一”后，这些不文明行为将重点治理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4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6月1日起施行。条例中提到，北京市持续治理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损害他人合法权利和自

由，与首都城市形象不相符、人民群众普遍厌恶的顽症痼疾和陈规陋习，以及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新产生的不文明行

为。其中具体列举了六方面的不文明行为，将重点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