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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善庄镇促进政务服务能力再提升魏善庄镇促进政务服务能力再提升

强培训 塑形象 提服务
定期对窗口人员进行标准化服务用语知识

培训，规范窗口人员服务行为，强化大厅窗口人

员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全面提升中心工作人员

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为提升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零距离 为群众 办实事
加强窗口人员与服务对象互动交流，了解

办事群众所急、所想，实现精简高效的分类综合

受理，带着专业办好服务对象所需办理的业务，

激发窗口工作人员比服务、比创优的热情，推动

中心服务水平大提升。

严约束 抓落实 促提升
以检查促提升，严查窗口人员工作纪律、工

作作风等问题，抓整改，促落实，营造优质高效

的政务服务环境，力争在服务效率、服务质量、

服务方式等方面得到新的提升。

文并摄/记者 方冉冉

“撤桶并点”+搭建旧物置换平台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正式施行，

垃圾分类的春风迅速席卷大兴，全区上下，人人争先、个个奋

进，争做垃圾分类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不断创新方法、

开拓思路，逐渐打造了成效显著、特色各异的垃圾分类文明

风景线。

大兴区清源街道枣园尚城小区是一个回迁小区，在实行

垃圾分类以前，在南北两区共设置了40个垃圾桶站点，但由于

后期清运跟不上，造成了垃圾堆积，直接让社区环境失了分。

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据社区书记刘金红介

绍，为了根治社区垃圾分

类桶站过多的难题，枣园

尚城小区实行“撤桶并

站”，将原来的40个桶站，

合并为2个集中投放点。

“得益于‘居民自治+职业经理人’物业管理服务模式的沉淀，枣

园尚城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据刘金红介绍，在撤桶并

点过程中，“居民自治+职业经理人”物业管理模式成了“上传下达”

的传声筒和“共商共治”的有机平台。前期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志愿

者、楼门长等开展敲门行动，入户发放分类“明白纸”，多次召开议事

协商会商讨新投放点的位置，并在楼门内设置了“小信箱”，接收居民

的意见。并点后，社区还上门为参与分类的居民送上“感谢信”和小

礼物，让居民详细了解垃圾分类的每一个细节。通过“动员、改造、升

级”三步走，枣园尚城小区顺利完成了“撤桶并点”改造升级工作。

改造即对并点后的垃圾桶周边环境进行了优化，对绿化带中的

裸土区域补种绿植，定点对桶边环境进行清洗，只要积极参与分类，都

发放垃圾袋予以鼓励。升级即对可回收物进行优化处理，物业和居

民商量，明确9类可回收物，同时定点上门收取，培养居民分类习惯。

“现在社区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已经养成，距离远的居民都会自

觉骑行、步行来扔垃圾。”刘金红表示。通过强化“减量、循环、自觉、

自治”的行为规范，枣园尚城正在把扔垃圾从随便扔的小事转变为

郑重其事的大事。

服务好群众，搭建好桥梁。为加强政务公开，优化群众办事流程，

提高群众满意度，魏善庄镇促进政务服务能力再提升。

建立旧物交换平台

让旧物也有家
给旧物温暖、让旧物有家、用旧物时尚，这不光是一句口

号，在枣园尚城小区，通过建立旧物置换机制，真正让旧物流通

了起来。

在枣园尚城南区小区出入口附近，有一块远近闻名的“网红

景点”，一个占地不大的邻里共享旧物交换平台。“这里原先是一

个停车场，经过简单改造后就成了现在大家都喜欢的旧物置换

驿站。”不大的空地上，铺上草坪，放好交换柜，旧物置换驿站就

建起来了。

什么东西能置换？在旧物置换驿站启用之前，社区居委会

就提前两个月准备“范本”，工作人员从社区的垃圾站点将可回

收物进行拾捡，经过清洗及紫外线消毒后展示在旧物置换的驿

站，有的工作人员还从家里带来闲置物品进行展示。“建立旧物

置换机制，不仅减少了垃圾产生、投放，也让旧物发挥了新作用，

一举多得。”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居民可选择自己需要的物品

进行等价交换，自选“购物”，也可以选择将闲置物品捐赠给贫困

地区。 文并摄/记者 王武强

撤桶并点

让扔垃圾成为了郑重其事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