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记
者获悉 ，近年来 ，广州市南沙区
青春志愿服务研究院始终坚持
为广大志愿者和热心志愿服务、
致力于投身志愿服务事业，为中
国志愿服务事业做贡献的人搭
建一个专业的志愿服务项目及
活动的开放式平台。

发挥网络优势
全面拓宽志愿服务受助渠道

今年以来，青春志愿服务研

究院在上级网信部门的指导下，

创作拍摄“网络文明”“广东正能

量”等主题正能量小视频，通过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拍摄

系列正能量人物，并成立公益治

愈漫画创作小组，创作出一组组

可读性强的“治愈系”漫画，通过

“青春发布”微信公众账号，每晚

十点准时发布。

同时，研究院创新推出志愿

动漫代表“小志”和垃圾分类动漫

形象“小叶子”，建立志愿网络学

院的动漫培训课程、垃圾分类体

验中心等原创动漫视频。研究院

以热爱为弦、创新为键，开拓网络

渠道赋能志愿服务，实现“正能量

澎湃大流量”的新发展格局。

聚焦教育计划
着力增强志愿服务核心能力

据了解，青春志愿服务研究

院坚信城市的发展需要有“爱”

的传承和文明的温度，研究院在

推动城市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偏远山

区的教育帮扶情况。通过多年的

不懈努力，在第二届许钦松乡村

美术教育奖颁奖典礼上，青春志

愿服务研究院正式成为“乡村美

术教师培育计划战略合作单

位”，与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

会携手同行，共同开展教学与公

益实践。青春志愿服务研究院的

加入有助于发挥志愿者精神，招

募更多高水平的支教志愿者投

身乡村美术队伍，为完善乡村美

术教师的志愿服务体系，共同推

进乡村美术教师培育计划高质

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探索发展范本
准确把握志愿服务发展要求

近年来，青春志愿服务研究

院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成立党支

部，结合科技创新探索志愿服务

形式的转变，立足当地特色，创建

了“青春来了———志愿大明星”

“四叶草垃圾分类体验中心”“志

愿部落”项目，打造了“志愿空间”

“志愿在线”平台，筹建了“青年志

愿谷”“粤港澳大湾区志愿服务合

作基地”，并成立了“志愿服务产

学研基地”和“志愿网络学院”，坚

持与众多企业、高校开展友好合

作实践基地落户、志愿联合、学术

研究等志愿服务项目，持续探索

志愿服务事业结合新时代科技发

展的创新方式，总结探索经验、优

化志愿服务方式，形成系统化的

志愿服务范本，通过建设的基地、

学院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志愿

服务常态化。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南沙区

青春志愿服务研究院将充分发挥

志愿服务中心信息化平台优势，

优化供需对接机制，持续推动志

愿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让志愿服

务事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更大作用。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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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面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已近四年，显著的

成绩背后，志愿者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关键作用。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全市垃圾
分 类 注 册 志愿 者 人 数 超 过 71
万，相当于每 9 名注册志愿者中
就有 1 名是垃圾分类志愿者 ，
市 、区 、街镇三级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

默默坚守

2018年 8月 27日，“上海市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志愿者总队”

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并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志愿者，市、区、街镇三

级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体系由此

开始逐步建立并完善。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首日，

黄浦、徐汇、普陀、虹口、宝山、闵

行、嘉定、青浦、金山、浦东新区

等 10个区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分队正式成立。至此，上海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组织实现了区级

层面的全覆盖。

与此同时，街镇层面的垃圾

分类服务队相继成立，部分条件

成熟的居委和村委也相继成立

了居村层面的志愿者队伍。

垃圾分类志愿者是倡导

“新时尚”关键的公益力量，担

负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19 年、2020 年，上海市绿化

市容局和市文明办联合发布相

关文件，从队伍建设、管理体

系、注册服务、培训要求、品牌

建设等方面对垃圾分类志愿者

队伍作出规定。

垃圾分类志愿者组织和志

愿者通过在“上海志愿者网”上

实名注册，市、区、街镇三级志愿

服务项目全部通过“上海市志愿

者网”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官网、

官微进行发布。

许多志愿者默默坚守一线，

为上海垃圾分类成效保驾护航。

虹梅南苑小区业委会副主任杨

昌运已是耄耋之年，依然在值守

日准时出现在垃圾箱房前。“看

到大家从不懂分类、不想分类，

到不需要我提醒甚至志愿者不

在的时候自觉正确分类，这份成

就感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最大

动力。”杨昌运表示。

社会共治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一段时

间里，部分小区因为志愿者平均

年龄较高、环境条件艰苦、志愿

服务时间与个人作息冲突等原

因，开始出现志愿者队伍缩减。

对此，上海充分采用社会共治等

方式，破解“缺人”难题。

徐家汇花园小区共有两个垃

圾箱房，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

志愿者一天服务 8个小时，1个小
时一班，每班两名志愿者值守，以

小区当时 100多位垃圾分类志愿

者计算，每 3天到 4天，每个人就
要轮到一次值班，志愿服务的强

度不小。小区通过区域化党建平

台，在共建单位中发起“一小时志

愿者”活动，很快就吸引了上海市

建科院、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单

位年富力强的“外援”进入小区做

垃圾分类志愿者。

除了借“外援”，智能化、信

息化手段的介入，也能减轻“缺

人”的负担。

在徐家汇花园小区南库房

前，两个湿垃圾投放窗口上装有

摄像头，一旦有居民在规定投放

时间外、智能垃圾箱房关闭时，

将未分类的垃圾丢在垃圾箱房

前，又或者居民在规定投放时间

内错误投放了垃圾，管理人员可

以通过视频追溯到个人。近年

来，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

稳定在 98%以上。
上海市、区两级绿化市容部

门每两年还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

垃圾分类社会监督员，迄今已招

募近 2000人次，通过巡访和随机
督查，找问题、补短板、强措施，督

促垃圾分类成效更上一层楼。

去年 11月 29日开始的为期
114天的上海垃圾分类“随手拍、
随手改”志愿服务百日行动中，

更多市民群众为巩固垃圾分类

成效贡献了力量，通过“随手拍、

随手改”小程序主动上传超过 2
万条相关信息，及时发现并整改

了一批乱投放、乱丢弃中小包垃

圾的不文明行为。

夯实硬件

今年以来，上海垃圾分类实

效持续保持稳定。目前，湿垃圾

分出量基本稳定在干湿垃圾总

量的 35%左右，可回收物回收量
基本稳定在日均 7000吨左右，有
害垃圾分出量日均 2吨左右。今
年前 4个月，全市干垃圾处置量
16648吨/日，湿垃圾分出量 8533
吨/日，可回收物回收量 7329吨/
日，有害垃圾分出量 1.82吨/日，
“三增一减”的趋势稳定。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

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

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志愿者

服务体系是软件的话，从小区垃

圾箱房到末端处置环节的各相

关设施就是硬件，两者缺一不

可，相辅相成。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表示，今

年将围绕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提

升“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水

平，夯实垃圾分类硬件基础。

目前，上海生活垃圾已全部

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 42%，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针对湿垃圾近年来不断

增长的趋势，上海正持续增加处

置能力，2022年初规划新增的 7
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目前有 4
座已开工建设。

在推进深度资源化利用方

面，上海今年将继续加强探索创

新，包括开展湿垃圾有机质利

用、沼渣高值化转化等技术研究

与应用，拓展湿垃圾资源化产品

在滩涂土壤改良、林业、绿地等

领域的推广应用。

在垃圾分类投放的源头———

社区和公共场所，以及收运等中

端环节，上海今年将通过打造“五

个一批”示范亮点，让垃圾分类

“关键小事”更好地融入日常。

一是按照新颁布的相关技

术要求和管理规范，推动一批老

旧破损、功能不健全的生活垃圾

房提标改造，打造一批标准化垃

圾房。

二是按照分类管理精细化、

投放环境精致化、科技赋能精良

化、回收服务精制化、特色亮点

精品化的“五精”标准，打造一批

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

三是全面提升可回收物体

系整体形象，今年率先打造一批

“一区一品”示范型可回收物中

转站。

四是在往年五角场下沉式

广场、上海动物园等场所可回收

物精细化分类试点的基础上，鼓

励各区推进结合区域风貌特色，

总结推广经验，打造一批各具特

色的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

区域。

五是整合全市垃圾分类收

集、运输、处理、资源化利用设施

等科普资源，融合运用 3D云浏
览等技术，打造一批市民喜闻乐

见的线上线下垃圾分类科普体

验线路。 （据《解放日报》）

上海构建垃圾分类三级志愿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