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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处通城市中心的江东广
场小区再次上了本地热搜：作为一个
居民自管的老旧小区，却能连续三年
向业主发过年礼包。“我们也是老旧小
区，怎么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住在那
里的居民有福喽！”在社交平台上，此
类点赞话语不绝于耳。

21日上午，记者走进这个20世
纪90年代建成的小区，进行实地探
访，为的是解开不少网友心中的疑惑：
江东广场小区究竟做对了啥，能成为
众人眼中的“宝藏小区”？

令人羡慕，成了“别人家的小区”

江东广场小区建于1996年，隶属
崇川区虹桥街道跃龙社区。之前，这
里也存在设施老化、停车难、卫生环境
差等老旧小区的通病。2021年6月，
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2022年年底，
这里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软硬件”齐
备，小区从此开始走上了蝶变之路。

上午9时，记者踏入小区大门，顿
觉眼前一亮：一目了然的宣传公示栏、
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井然有序的潮
汐车位、整齐划一的垃圾投放点……
令人备感舒心。走到居民楼下，恰巧
遇到正在遛弯的业主李春荣。李春荣
老人今年72岁，退休前是市区一家三
甲医院的医务人员。说起过年礼包，
李春荣开心不已。“我老家在东北，当
我在朋友圈把此事发出来后，许多亲
戚好一阵羡慕！”

跃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江韩兰介绍，小区送的礼包有食用油、
大米、鸡蛋和蔬菜包，价值300多元，整
个小区159户业主每家都有。“小区能有
今天，与以施德华同志为主任的新一届
业委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破茧成蝶，业委会功不可没

记者见到施德华时，这位69岁的
老人正带病在小区里查看卫生情况。
施德华为人热忱，有强烈的公益心，在居
民中威望很高。在小区居民的一致推选
下，施德华当选为新一届业委会的主任。

一番调研后，业委会决定从两方
面入手：一是盘活小区资源，增加公共
收益；二是多办实事，赢得业主支持。
江东广场小区地处市中心，周边有医
院、银行和多家商超，对机动车位的需
求很大。而小区本身有84个机动车
位，有不少车位在业主上班后空置。
于是，经多方议事协商，小区拿出42
个车位作为潮汐共享车位在白天对社

会开放。此举既增加了公共收益，又化
解了小区门前道路的拥堵，还为周边的
上班族解了停车之难，可谓一举三得。

“通过潮汐共享车位收费，一年可为小区
增加近5万元的公共收益，能为业主发
放过年福利，大多得益于此。”施德华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车位费加上每户上交
的物业费，除了做好日常维修和养护支
出外，小区的公共收益不断增加，账户余
额已是刚接手时的4倍多。

为办好实事，业委会积极听取并吸
纳业主的意见建议，研究解决小区日常
管理中的问题，主动与社区沟通协调，强
化“多方议事”协商机制，推动完善小区
治理。一系列民生实事既美化了环境，
又凝聚了人心，赢得了业主们的理解和
支持，施德华领衔的业委会成为居民交
口称赞的“好管家”。

标杆效应，放大居民幸福感

江东广场小区连续三年向业主发过
年礼包，引起一片叫好声，也产生了标杆
效应。周边的小区、社区乃至崇川区的
其他街道，不断有人前来取经。

“江东广场小区作为一个自管小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了双丰收，实
属难得。它在社区治理方面有一系列好
做法，为其他老旧小区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经验。”江韩兰介绍道。她向记者分享
了自己总结的“江东广场小区经验”：一
是要配齐配强业委会班子，尤其要重视
主任人选的推举，要把有管理经验和群众
基础、有责任心和公德心、乐于奉献的人选
进来；二是要用好“多方议事”协商机制这
个法宝，多办民生实事好事，赢得居民的理
解和支持；三是小区收益全部进入账户，
并向业主公开财务状况及运营成效，确
保资金管理公开透明，增强信任基础。

“其他各小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
而行，在优先保障小区设施设备养护和
环境提升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好小区公
共收益。”江韩兰最后提醒道。

现在，小区清清爽爽，卫生无死角，
出行有秩序，人际关系其乐融融。租客
彭天华两年前入住小区，他对记者说：

“当初反复对比，才选择了这个小区，看
来是捡到宝啦！”李春荣老人自身经济条
件很好，现在仍住在5楼。有朋友劝她
买套新房就不要再爬楼了，可她却舍不
得离开。她乐呵呵地说：“这里无论是自
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让我难以割
舍。我期待着有一天这里会加装电梯，
届时我会一直住到老的。”

本报记者孟祥华 孙耀

连续三年向业主发放过年礼包

这个“宝藏小区”是怎样炼成的？

前天早晨7点，崇川区建筑垃圾
调配中心场内，工人们已开始了一天紧
张有序的垃圾分拣工作。“轰隆隆……”
挖掘机不停工作声不绝于耳，对建筑
垃圾分类、破碎、减容，每道工序有条
不紊。“我们实行两班倒制度，清运工
作从早上到凌晨三四点；处置工作从
早上 7点开始，一直运行到晚上12
点，70多辆大小清运车和数十名分拣
工辛苦工作为的是确保日产日清。”南
通兴环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建筑垃
圾调配中心负责人徐进告诉记者。

新春将近，南通城处处充满热闹
非凡的节日氛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满是喜迎新春的欢快景象。然而，在
城市的一角，建筑垃圾调配中心却是
另一番忙碌场景，清运分拣工作正默
默展开着。

日夜忙碌确保城市洁净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和居民对于居住环境要求的不断提升，
装修垃圾的产生量持续增加，建筑垃圾
的清运与分拣再利用，成为宜居城市的
关键一环。建筑垃圾调配中心的清运环
卫工人们作为城市洁净的“护航者”，
始终坚守在建筑垃圾处置的第一线。

目前，建筑垃圾调配中心的处置
工作主要涵盖三个板块，分别为工地
建筑垃圾的清运、装饰装修垃圾清运
处置、建筑垃圾分拣处理。“一般每天
进场清运的建筑垃圾300吨左右，最
多能达到800吨。”徐进说，单是崇川
区全年的建筑垃圾处理总量就有约
15万吨，确保了日产日清。

春节将至，为保证市容市貌整洁，
维持城市更新速度，徐进表示，一线的
清运工人们春节期间不休日夜坚守岗
位，清运年前装修和清洁卫生迎新积
存的垃圾，以及过年产生的垃圾，让市
民过一个干净舒适的安心年。

干净方便只需居民动手指

为方便居民处理建筑垃圾，去年
我市推出了网上预约处置模式。南通
兴环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建筑垃圾
调配中心充分利用“崇川区装饰装修
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小程序，深入推
进居民装修垃圾收运处一体化工作，
优化收运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现在，
通过“崇川区装饰装修垃圾收运处置
一体化”小程序，市民只需在手机上轻
松操作，便能完成装修垃圾清运的预
约等事项，这一创举打通了居民装修
垃圾清运新渠道。这项便民举措推出
一个多月来就将令人烦恼的装潢垃圾
变废为宝，仅建筑垃圾调配中心创造
的直接价值约50万元。

我市构建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处
置一条龙服务系统。为实现装饰装修
垃圾从源头产生、申报、中端收运到末

端资源化处置的全过程闭环管理，确
保全程可溯、责任可溯。南通市城管
局组织处置链末端环节负责企业南通
天楹建筑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参与小
程序研发工作。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周圣庆告诉记
者，作为末端企业，主动参与研发装
饰装修垃圾收运一体化小程序开发，
并组织人员做好软件运行维护工作，
技术人员上门服务，指导运输单位
用好软件，落实点对点运输。同
时，24小时开放接收通道，让装饰
装修垃圾顺畅进入天楹消纳处置场
进行集中处置。小程序累计上线50
天，共收运2115单，约15000吨，
累计备案垃圾清运项目730条。据建
筑垃圾调配中心统计，该中心处置后
垃圾成宝，几乎完全再利用：一是到
上海作发电燃料，二是作为建筑砖块
生产材料，三是作为路基、建筑工地
的回填土。

没日没夜春节假期不休

前天晚上9点半，在崇川区南光
澳门地块，南通兴环公司建筑垃圾调
配中心现场管理员金建清正通过对讲
机，指挥一辆满载建筑垃圾的渣土车
缓慢驶入主干道，运往渣土消纳点。
此时，停在路边的洗扫车再度亮起车
灯，按其行进轨迹跟进，开启前置鸭嘴
冲洗装置对路面进行冲洗。前一秒还
泥泞不堪的路面立刻恢复干净平整。
金建清说：“只要有渣土车经过，就会
有洗扫车跟着清扫路面。”

南光澳门地块位于通吕运河南
岸，占地12万平方米。临近年底，金
建清带领整个项目20余名工作人员
从中午12点工作到凌晨4点，每日运
输100多车建筑垃圾。作为外出作业
现场的管理人员，金建清始终对工作
质量和进度保持着高标准。每天清
晨，他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严格把控
工作流程，排查杜绝任何安全隐患。
金建清说：“桩机已经进场了，就等清
表后打桩。我们加班加点没关系，不
能拖慢了城市更新的进度。”

翻开值班表，记者看到金建清的
名字一直排到了除夕。他告诉记者，
一线的清运工作者们在春节期间也会
正常工作，竭力保障城市的整洁和持
续的运转，“除夕晚上，我们和家人吃
顿年夜饭，大年初一，以更饱满的精神
状态投入正常的工作中。”

夜色渐深，清运工作者驾驶着渣
土车缓缓驶入黑夜中，一辆辆渣土车
的灯光照亮了城市的道路。在万家灯
火团圆的新春佳节，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的干
净整洁。

本报记者吴银华 蒋娇娇
本报实习生李响 吴怡

春节不停工 确保日产日清
建筑垃圾清运一线人的日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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