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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100%全覆盖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48.56%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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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健康边疆
行”2025年宁夏免费救治
唇腭裂患者“微笑行动”启
动。首批140名~150名符
合初步条件的唇腭裂患者
前来接受筛查，符合手术条
件者，将于7月5日~7日接
受集中手术。

建设诚信银川

青山社区开展诚信商户评选
树立经营典范
本报记者刘懿薰郭振

为引导辖区商户诚信经营，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近日，兴庆区玉皇阁北街街道青山社区开展诚信商户
评选活动，位于新悦花园小区附近的五宝世家枸杞总
批发店获评“诚信之星”。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过往经营成果的认可，也
让我们坚守诚信经营理念的信心更足了。”五宝世
家枸杞总批发店负责人张帆将社区颁发的锦旗悬
挂在门店显眼位置，“顾客看到这面锦旗，选购产品
也会更放心。”

“从十年前创业之初，我就坚信‘好生意源于长久
奔赴’。我将每一次交易都视为建立信任的契机。”张
帆说，无论是售前耐心解答疑问，还是售后贴心处理
问题，都要以诚信为准则。此外，还要以真诚的态度、
优质的服务，与顾客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千万不能
贪图一时之利。

多年来，张帆对诚信经营的坚守，也为店铺积累
了良好的口碑，给她带来了众多回头客。“不少老顾客
跨越金凤区、西夏区专程光顾，甚至主动为店铺推荐
新客源。”张帆称，这份信任也让她备受鼓舞，未来，她
将继续坚守“品质如金”的承诺，在诚信经营的道路上
笃定前行。

青山社区综治专干孙丽娟表示：“诚信是商业发
展的基石，更是社会和谐的纽带。希望辖区商户以这
些诚信经营典型为榜样，将诚信落实到日常经营每个
环节，共同营造公平有序、温暖互信的社区营商环境，
为社区经济发展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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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宣传进社区
守护老年人养老钱

本报讯（记者 徐芙蓉杨晨宇 实习生 马欣然）“阿
姨，扫码进群就可以免费领取5斤鸡蛋。”这段对话，
来自7月3日兴庆区银古路街道丽景社区居民自导自
演的反诈骗情景剧。当天，银川市文明办、丽景社区
与银古路派出所联合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为老年人筑
牢防骗防线。

活动现场，居民自编自演的情景剧、三句半、快板
等节目轮番登场，将反诈知识巧妙融入表演，以生动
有趣的形式赢得老年人喜爱。大家在轻松氛围中，沉
浸式学习反诈要点。

表演结束后，银古路派出所民警樊小刚结合真实
案例，剖析最新诈骗手段，并传授实用防范技巧。他
表示，后续将通过讲座、海报宣传、居民群案例分享等
方式，提醒居民守好“养老钱”。

此次活动受到居民广泛好评。有居民坦言，情景
剧直击老年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弱点，能有效提高大
家的警惕性；还有人认为，分享亲身经历便于相互借
鉴。一位居民感慨：“不贪图小便宜就不容易受骗，

‘占小便宜吃大亏’确实是真理。”
此次多部门联动、创新形式的反诈宣传，切实增

强了丽景社区老年人的防骗意识与识骗能力，为守护
老年群体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小张”到“闺女”，张丽娟——

坚持助老14年
照亮老年人“银发时光”

本报记者吴春霖

她不是谁家的亲人，却常被几十位老人亲昵
地唤作“闺女”；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14
年如一日的守候，将桩桩件件平凡小事，熬煮成
浸润人心的温暖——她，就是金凤区满城北街街
道满春园社区工作人员、助老志愿者张丽娟，邻
里之间口口相传的温情榜样。多年来，张丽娟用
一把扫帚、一双鞋、一句问候，走出了属于她的助
老“长征路”。

在满春园社区颐海苑小区，居民总能看到张
丽娟提着沉甸甸的购物袋，穿梭在小区各个楼栋
之间。她为腿脚不便的老人代买蔬菜、取药缴
费；每逢端午、元宵，她会带着亲手包的粽子、煮
的汤圆，敲开一户户老人的家门。“吃着闺女送
来的粽子，心也热乎。”这是不少老人口中的“节
日仪式感”。

张丽娟多年来辛勤付出，老人们起初唤她小
张，后来逐渐叫她“丫头”“闺女”，一句句亲切的
称呼，是对张丽娟的真情回应。

80岁的马桂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张丽
娟成了她的“日常依靠”。收拾屋子、晾晒被褥、聊
家常……“这孩子比我亲闺女还亲。”老人眼眶湿
润，话语朴素情深意长。居民陈宏兵的母亲身患
慢性病，行动困难，张丽娟主动揽下照顾重任。这
份无私感动了陈宏兵，他也加入社区志愿队伍：

“我妈总说，小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老有所养，共同守望。”张丽娟说，“我老

了，也希望有人能为我敲响家门。”在她的带动
下，满春园社区的爱老氛围愈发浓厚。2023年，
社区专门成立“幸福敲敲门”助老志愿服务队，目
前已有25位志愿者加入。小到擦窗拖地，大到
病中陪护，这支“红马甲天团”成为了社区老人最
贴心的依靠。

即将离岗的张丽娟，依旧心系社区。“退休后
我还会回来，换个身份继续‘敲门’。”她说。14
年的坚守，社区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而她也
让一盏盏温暖的灯光，持续照亮老人们的“银发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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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互联网数据，全国城市居民人均日产生生活垃圾1~1.2公斤，而银川市人均日产生量仅
0.8公斤，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我市显著的垃圾分类减量成效。

自2017年被国家住建部列为全国4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以来，银川市积极推进相关
工作。如今，垃圾分类试点广泛覆盖小区、学校、公共场所，配备100台垃圾分类收集车，专门负
责试点小区及示范片区的分类运输，彻底解决了分类投放后混装运输的难题。

大美银川·暖心故事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我局决

定于2025年7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银川市自然

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实验室能力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方案批后

修改听证会。

该项目位于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东侧、枕水

巷北侧。由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建设。

相关利害关系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均可申请参

加听证会，申请听证人数众多的，可以自行推举听

证代表（不超过6名），并提供听证代表的相关证明

材料，于2025年7月14日前将相关材料送交银川

市自然资源局三楼综合法规和督查执法科。

逾期未能提供听证代表名单或相关材料的，

视为自行放弃参加本次听证的权利。

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必须本人亲自参加（不得

委托他人代参加），听证会召开时听证代表未按

通知到场参加本次听证会的，视为自行放弃参加

本次听证的权利。

联系人：王之涵 联系电话：5556312

特此公告。

银川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4日

注：本公告内容在项目现场、银川市自然资源

局网站同步进行公告，欢迎广大市民参与监督。

关于举行银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能力提升
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方案批后修改听证会的公告

项目名称：鼎辉时代城（二期蓝天骏景北辰阅小

区）23#住宅楼

预售面积：16029.85平方米，共156套

房屋坐落：金凤区贺兰山路南侧、通达北街西侧

售房单位：宁夏蓝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钱卫东

售房电话：0951-3871377

预售证许可证号：（银审服）预售证第20250065号

预售公告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精耕细作精耕细作 资源循环资源循环点废成金点废成金

2024年，银川市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100%全覆盖，走进银川市的多个小区、公共
场所，随处可见不同颜色标识的“四分类”垃
圾桶。然而，非试点小区仍存在居民垃圾混
装现象。“全家的垃圾扔在一个桶里，这样垃
圾的收集速度就很快，垃圾在家中停留的时
间也更短，随手一扔也成为了习惯。”兴庆区
居民张玉凤告诉记者，垃圾分类的好处确实
听了不少，自己也试着在家分了一段时间垃
圾，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尝试一段时间后
便放弃了。

张玉凤说的垃圾分类难点在于餐厨垃圾
和日常生活垃圾的分类，从银川市规定的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
分类来看，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占比超
90%，其中厨余垃圾占比更是超60%。厨余
垃圾分类存在两大痛点：一是按规定不能套
袋，需直接倒入垃圾桶，清理残液、异味麻烦；
二是变质快，夏季需多次倾倒，否则家中易生

异味。其他垃圾产生量少，在无强力约束下，
混装成了多数人的选择。

不过，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小区提供了
成功范例。作为老旧小区，这里绝大多数居民
坚持分类。走进小区没有看到常规的垃圾桶，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集中垃圾分类站，垃圾站醒
目的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出了不同的垃圾分
类。每日7时~9时、18时~21时，垃圾分类指
导员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同时，社区还通过网
格员长期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

“通过宣传我了解到大部分的湿垃圾集
中收集用于养殖黑水虻，这些虫子作为饲料
可以喂养动物。其他垃圾能够作为燃料，用
于发电有利于城市发展，资源垃圾能够回收
利用造福群众生活，有害垃圾也有去处，通过
无害化处理以后得到妥善安置。”居民刘女士
说，几乎所有的垃圾都能发挥作用造福社会，
只有了解了垃圾分类的意义，垃圾分类这件
事才能有动力坚持下去。

在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中，厨余垃圾占
比超60%，其去向备受关注。山高环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项目公司（以下简称“山高
环能”）作为银川专业处理餐厨垃圾的企业，每
天都会安排印有“山高环能”字样的收集车穿
梭于大街小巷，不仅收集餐饮商铺的餐厨垃
圾，还从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及片区回收居民产
生的厨余垃圾。这些曾令人避之不及的“泔
水”，经专业处理后，实现了全面回收利用。

在山高环能的预处理车间，餐厨垃圾进
入卸料口后，通过三相分离除杂、破碎处理，分
离出的水、油、渣料分别经密闭管道和金属罐
运输，有效减少空气污染。经专业设备分离，
餐厨垃圾产生的70%污水，经深度过滤处理
达到一般生活污水标准后，输送至污水处理厂

进行二次处理，达标排放；其中价值最高的约
5%油脂部分，每吨可售约5000元，被运往外
地专业企业，用于生产生物质煤油、柴油等。
山高环能总经理助理韩文涛说，过去最头疼的
就是分离油脂以后产生的废渣，大约占到
15%，这一部分尝试过制作化肥、饲料等都不
太成功，填埋处置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最终该公司从外地学习了用食物废渣养
殖黑水虻的技术，黑水虻是一种常见的果蝇，
它的幼虫可以吃掉各种有机垃圾，黑水虻作为
鱼虾饲料每吨售价1000元~2000元，也成为
了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主要经济产物。

生活垃圾中的其他垃圾，则被运往银川
市黄河东岸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及焚烧发电
厂，为城市千家万户送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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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精耕细作的工作，
分的越细产业链就越有价值。

在银川绿巨能公司的分拣场地，来自全
市的废旧衣物在这里被再次分拣。“如果再细
分，还可以分为夏装统货、鞋子统货、春秋冬
装统货、羽绒服统货、丝绵统货，分得越细价
值越高。”银川绿巨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该企业全新启用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已
在银川三区布局120个回收站点，配备151
名专业回收员，日均处理量达数吨，预计年回
收量超万吨。分拣中心搭载智能化分拣设
备，实现废旧纺织品高效分类，预计每年可减
少3万吨碳排放，成为宁夏首个集分拣、加
工、仓储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再生资源枢纽，
为“无废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在建筑垃圾处理领域，位于贺兰县洪广
镇的徽仁（宁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里承担着全市装修垃圾、建筑垃
圾的处理任务，通过颚式破碎机进行第一次
破碎，接着输送至反击破碎机进行二次破碎，

然后送入振动筛筛分，颗粒大小满足要求的
由输送带运至仓库储存，不满足要求的重新
进入破碎程序。经过反复破碎，水泥块会变
成6种规格的颗粒，分别储存于6个仓库。
破碎后的颗粒可以出售给建筑材料商，或者
就地加工成30多种砖，日处理能力3600吨。

打造“无废城市”是银川践行绿色发展的
关键一步。为此，银川市构建起全方位长效
考评机制，从体制机制建设等10个维度细化
出50项具体指标，将6个县（市）区、24个街
道，以及32个成员单位、46个责任单位全部
纳入系统化管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
化迈进。

目前，银川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到 100%，银川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48.56%，无害化处理率100%，资源化利用率
67.64%，提前完成预期目标。未来，银川市
将继续加大垃圾分类试点范围，通过宣传引
导提升群众树立垃圾分类意识，让银川天更
蓝、水更清、山更绿、城更美。

设在小区的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点。 本报记者李鲲鹏摄

社区居民参加宣传活动。本报记者海坤摄在游戏中学习科普知识。本报记者海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