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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桐庐首创“五水共治”生态公益金，按照“社会
参与、自愿认筹、留本返还、收益捐赠”的思路，多渠道筹
措生态公益金，收益全部用于治水项目建设。

“我们村干部都积极参与了，对自己村里有益的事为
什么不做？”分水镇新龙村党委副书记陈拥军说，“这笔钱
就像存银行一样，只不过我们把利息全部捐了出去。”

一年间，桐庐全县共有 300 多家企业、近 13000 人参
与“五水共治”生态公益金认筹，总认筹额达 1.2亿元。据
桐庐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五水共治”生态公益金 3
年一期，3 年后认筹者可继续认筹存放，也可凭票据及认
筹证将本金取回。通过这种独有的创新模式，灵活机动，
保证了项目资金的可持续操作，另一方面由“政府出资”
变“全民投资”，“政府治水”变“全民治水”，调动了大家的
积极性，增强老百姓社会共管意识，让他们以主人翁姿态
主动担起环保责任。目前，首期收益已用于保供水项目，
惠及 11 个乡镇（街道）、21 个行政村，受益人口达 11.5 万
余人。

去年年底，桐庐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全覆盖。为了全面发挥百
姓主导作用，强化镇村责任主体意识，桐庐县还建立“联村领

导—驻村干部—村干部—村级收集员、管理员、巡查员和统
管员”网格化4级管理责任人体系。

横村镇宅里村村卫生管理员付水娟就经常拿着高音
喇叭在村里宣传“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希望大家做
好垃圾分类工作；易腐烂的放入蓝色桶，不易腐烂的放入
黄色桶。谢谢大家的努力与配合。”

同时，桐庐县还由群众自发建立垃圾分类登记、积
分、奖惩和公示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熟人社会”独特优
势，以户为单元，每日检查登记源头分类情况，现场打分，
定期张榜公示检查结果，张贴“红黑板”，让农户“红红脸、
出出汗”，并制定“积分换物”、“积分换钱”、“村规民约”等
奖惩制度，及采取邻里带动、村级带动、镇级带动等“1+
X”示范引领模式，形成比学赶超、竞相争先的良好氛围。

桐庐县民间环保自治模式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让百姓直接参与基层环境保护
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使得环境保护工作更加具有直接性
和有效性，让环境保护工作在政府主导之外，增加了一套成
本低廉、管理有效、反应迅速的民间环保自治体系，从而进一
步加强环保工作的社会监督力度，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浙江省桐庐县结合当地工作，探索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民间环保自治”模式。通过建立环保社会

监督机制，发挥民间环保组织作用，借助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环境，形成群众参与、社会监督、多方参

与的环保新局面。

桐庐发挥民间组织积极作用，借助社会力量治理社区环境

激活居民环境治理主动权
◆本报通讯员任丹萍 记者周兆木

污水横流，垃圾乱丢乱扔，侵占占绿化带，噪声和粉尘污染，
因为发生在社区公共空间，都成了环境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环境改善需要大家的努力。相关部门一再细化各大社区
的治理模式，包括对社区实行块状管理、设立一对一的网格
员，为社区自治求解。但是与基层政府部门的热情高涨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社区居民参与度始终调动不起来。怎样调动
公众积极性？考验着基层管理者的水平。

改变思想，让公共空间有人管

有类似问题的社区和乡村不在少数，社区公共空间滋生
出不少环境卫生、安全问题，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长期以来，很多居民不太关心小区的具体事务，社区公共
空间出了问题，很多居民第一反应是找居委会或村委会，解决
不了，就直接反映各种投诉平台，一些本可以在社区内部解决
的矛盾不断激化，产生不稳定因素，浪费了大量的社会成本。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社区基层组织对环境治理问题
大包大揽，没有将主动权交给居民。同样，居民也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参与可以解决问题。

从目前看，由政府包办的单一治理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不
断增长的环境需求，强化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
自治意识，推行院落自治管理，成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基层管理部门应充分赋予社区居民“参与权、选举权、监
督权，让居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从被管理人员成为环境
整治活动的管理者。只有社区居民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与街
道、居委会、村委会共同解决“围院”社区乏人管理、设施陈旧、
资金短缺等难题。

履行责任，让居民自主意识长出来

各家各户只扫自家门前雪，大家对公共空间微词多多，却无
人牵头，整治秩序更是无从谈起。眼下，桐庐创新性地迈出了第
一步，成立一支由居民组成的社区环保志愿者队伍，不但看楼护
院、防火防盗，还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调解群众矛盾纠纷。

实际上，社区自治并不是什么新话题。社区的分子是居民，
社区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可循环的“分子运动”。但是，随着现代人
生活越发忙碌，关起门来做自家事的生活模式已成常态。

目前，一些乡村和老社区具备自治的天然优势。与桐庐
为例，尽管青壮年人口大部分外出经商或打工，留在村里多是
老幼妇孺，但是，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像垃圾分类、社区卫生等
环保活动都是由这类人群完成的。同样，在老旧社区，其常住
人口成分相对稳定，不少街坊街里少则住了二三十年，多则与
社区同岁，有的因 20 世纪 80 年代单位福利分房而有缘成为邻
居。在这种情况，搞好社区自治，好处就在于其邻里关系更加
紧密，更会用同理心处理公共事务，更能把公共空间当作自己
的家来看待。

这些人的加入，有利于汇聚闲散的社会力量，开展切实的
环境治理工作，带动更多的社区居民自愿加入到其中。

所以，桐庐的实践给出了积极的方向——利用社区优势，
激活社区自治能量；利用评分机制，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利用众筹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的难点问题。

完善制度，让基层组织引导作用能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自治不能局限于治理，居委会或村委
会等基层组织成为区政府的纽带，才是“自治”的精华所在。
没有上传下达、没有下情上通，基层组织的效能依然难以释
放。“自己顾自己”只是一张“皮”，上下互通的结构才是“肉”。

这对居委会或村委会来说是一个考验——既要放“权”，
把适合社区自理的事务交给社区，把能洽谈、沟通解决的问题
交给居民，又要避免完全撒手，形成懒政惯性。

比如居委会或村委会可以通过建立协商议事机制，评优
评先激励村民的集体荣誉感，适当指导和扶持公益项目，鼓励
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其中，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归属感，
找到参与的快乐和成就感，当地社区的公益氛围也会越来越
浓。这样升级版的社区自治模式，就是值得推广复制的模板。

美图底特律的冬季到 3 月 还 没 有 结 束 ，这 个 晚 上
又 下 起 雪 来 ，气 温 降 到 零 下 15℃ 。 这 样 的 天 气 里 ，却
有 很 多 社 区 里 面 的 大 爷 、大 妈 、姑 娘、小伙儿带着盘
子、刀叉走出家门，去参加一个叫作“底特律汤”的社区公
益集会。

到达聚会地点后，每个人都要捐出 5 美元，然后聆听
3～4 个可能有益于当地社区的公益或创业项目发起人
陈述他们的想法。

之后，组织方会为捐赠者提供免费的汤、沙拉和面包
作为晚餐。晚餐后，他们投票决定，将今晚筹集到的资金
用到哪一个项目。

3 个月后，他们将重聚于此，听取这一项目的执行进
度。

5 年前，Amy Kaherl 和她的朋友创建了“底特律汤”
这个社区“公益大趴”，原本他们只是希望借此为当地的
非著名艺术家筹集发展资金。如今，“汤趴”已经成为一
项全城性的社区活动。

这晚，有 3 个项目参加“汤趴”，竞逐当晚 1000 美元左
右的捐款。之前，赢得筹款的项目有免费演出莎士比亚
戏剧的小剧场、为公交车站打造更多长凳、将旧衣服做成
睡袋免费提供给流浪汉等。

在公益领域，这样的捐款规模简直不值一提。但诸
如“汤趴”这样的社区慈善从来都不以数额为目标，而是
要不断培养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与共同体意识。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社区里的大爷大妈们甘愿冒着风
雪，只是为了来捐 5美元，然后喝一碗汤？

原因完全可以从高大上的学院派思想里找到答案：
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西方思想源流，已根植于人们
的思维和行动中，即使只是最普通的社区居民，在做出一
项有关社区整体利益的决定前，都必须经过公开讨论、共
同投票。

那就听下参与“汤趴”中的一位捐赠者怎么说的，“你
真的可以通过参与，改变你身边的世界。改变就从一美
元、一张选票、一碗汤开始。”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周殷 陈冲长沙报道 垃圾
分类回收一直是湖南省长沙市环境保护宣传以及公众参与环
保的重要环节，可是真正能够落实到位的地区却寥寥无几。
在天心区桂花坪街道九峰苑社区，这里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

“我们社区现在开展了一个叫‘绿动积分计划’的垃圾分
类回收活动，截止到现在已有 350 余户会员注册。”九峰苑社
区公共服务站副站长刘畅告诉记者，桂花坪街道以九峰苑社
区积极在辖区内推广长沙绿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动公司）的“绿动积分计划”，通过注册绿动会员，鼓励居民
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垃圾回收桶，统一回收进行再生处理，并可
按回收重量得到积分奖励。

在长沙市天心区第三届环境保护宣传月的活动现场，几
袋贴着二维码标签的垃圾摆放在地上，绿动公司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他们现在实行的“绿动积分计划”已经遍布了长
沙的各个地区。初学分类的居民，可将除了厨房和厕所的垃
圾混置装袋，若分类装袋，可获得更多的积分。

刘畅表示，九峰苑社区是从去年 10 月开展这项分类回收
垃圾的活动的，活动开展以来，广受居民欢迎。“居民扔掉不要
的东西，换来有用的生活用品，同时，还可以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这是我们值得推广的一件事情。”

据悉，除了绿动公司的“绿动积分计划”外，天心区还有另
外一种模式来开展垃圾分类。即居民将日常生活中积攒的废
旧衣物、电池投放到指定回收地点，再由环保公司每周定期回
收，并由专业公司安全处理和回收利用。去年，天心区各试点
社区共回收废旧衣物、电池共 7273 吨。

今年，天心区将进一步推广垃圾分类回收，由去年 6 个街
道 7 个社区 17 个试点扩大到 10 个街道 54 个社区和村。各社
区将与辖区物业配合，在居民小区设立垃圾分类回收点，安置
回收箱，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工作，让垃圾各有归处，实现资源
循环利用的最大化。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无锡报道 江苏省无锡新区建设环
保局 6 月～8 月期间，在全区开展了以“弘扬生态文明，共建绿
色家园”为主题的 6场“生态文明进社区”系列宣传活动。

硕放街道润硕苑启动了“旧物置换及捐赠”活动，吸引了
很多群众参与。人们手提大包，有的还拖着行李箱，还有位大
爷，骑着三轮车来，卸下来足足两大麻袋衣物。此外，20 余名
环保卫士还给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生动的“低碳生活”环保
公益讲座。无锡新区建设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倡导居民要身体
力行，践行低碳环保生活。

本报通讯员陈华 记者晏利扬“您家里油烟机的废油和
烧菜后的油如果直接倒入下水道，长久以往，不仅会堵塞管
道，流出去之后更会污染环境。如果收集回收利用的话，一个
月可能可以积攒一个小矿泉水瓶那么多废油。”

每月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的环保
志愿者们便会早早地来到石井、南门、夕阳红山庄等小区，开
展家庭厨房废油回收活动。

据了解，玉环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于去年 5 月正式成立。
本着“环保利民为大家”的宗旨，协会成立后开展了“我请小鱼
来治水”活动，并自编自演环保小品、方言三句半等节目送戏
下乡。

为减少家庭中的污染，去年 10 月，这家协会发起了“我爱
我家”家庭废油回收利用活动，呼吁每个家庭不要随意倾倒废
油，减少环境污染。

据环保志愿者们介绍，家庭废油脂主要包括油烟机、集油
器中的烟油、油炸后的废油、炖肉后在碗上部漂浮的废油等。
大部分家庭废油都被倒入垃圾桶或者排水管道中，这样既增
加了管道堵塞，也污染了地下水。

对此，志愿者们在常年坚持开展废油活动的小区设立了
家庭废油回收点，宣传发放《“我爱我家”家庭废油回收活动倡
议书》，为市民讲解废油回收的操作方法、途径和意义。

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社区群众的支持。“平时，我们都是
直接把废油倒进垃圾桶里的，也没有收集的习惯。看到这个
宣传后，发现废油一定要回收。以后一定要拿瓶子装起来放
到指定回收点。”家住石井小区的陈大妈说道。说话间，一些
已经参与过“家庭废油收集”活动的居民将这个月集来的油送
过来，足足有满满一瓶。

通过活动的持续开展，不少热心的大妈主动成为“驻地”
环保志愿者，常常跟街坊邻居讲收集废油脂的重要性；不少青
年人也加入环保行动，对照宣传栏亲自动手进行多余油脂的
收集。

“自去年 10 月开展‘我爱我家’家庭废油回收活动以来，
我们已收集了 300 多公斤废油。我们将统一送到固定的回收
机构，进行二次利用生产成‘有机柴油’，既保护环境，又循环
利用。”玉环县环保志愿者协会干事项建芬说。

项建芬表示，这是一项长期公益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环
保志愿者们不懈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居民知晓这项活动的
意义，养成居民们回收废油的环保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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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我们村里没有保洁员，但我们人人都是保洁员。”桐
庐县合村乡瑶溪村书记许素华自豪地说。

这自豪的背 后 是 瑶 溪 村 民 的 文 明 自 治 ，是 对 生 态
资 源 的 坚 守 。 作 为 桐 庐 县 创 建“ 无 保 洁 员 村 ”的 试 点
村 ，瑶 溪 村 积 极 探 索 创 新 工 作 方 法 ，将 全 村 的 保 洁 区
域划分为 5 个网格，分片成组管理，依托村环保协会、
村 老 年 协 会 成 立 了 环 卫 志 愿 者 队 伍 ，以 此 替 换 传 统
的保洁员队伍。

队员每天的任务除了保洁公共区域的卫生外，还承
担着监督村内农户垃圾分类情况的任务。每月对农户工
作进行检查计分，并在网格公示栏内对区块内所有农户
的得分情况进行公示，以此督促引导农户自觉参与到行
动中来。

“去年，我们村创建了生态保护协会和‘无保洁员
村’，主要是为了创建一个人人自治的背景，既起到了防
治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目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觉
悟和保护环境的意识，这一方面我们瑶溪村走在了前
面。”许素华说。

据了解，桐庐市境内的其他村也都全部成立了村级
环保协会，共计 194 个，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 3000 余人，
已经实现了村级环保协会全覆盖。同时，全县所有乡镇

街道全部建立“环保专管员、企业环保员、区域观察员”制
度。

为全面监督河道整治与长效保洁工作，桐庐县更是
有大批社会力量自愿申请担任“民间河长”。“我能当选为
民间河长，是村民对我的一种认可和期望，除了荣誉感，
更是一种担当和责任。”这是城南街道潘政权在今年“百
姓日”启动仪式上新当选为民间河长，作为代表发言的开
场白。

据统计，桐庐县已有 420 余人自愿申请担任“民间河
长”，为了让这一批治水新生力量更加稳定有序，鼓励群
众寻访和监督治水过程，桐庐县“河长办”从中选择了 92
名相对固定的“民间河长”，特意为他们颁发了聘书，并发
放了河长巡查日志，让他们下载河道监管 APP，河道监管
APP 设置了投诉按钮，“民间河长”随时可以对身边河道
治理提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将河道具体情况反映给党政
河长，甚至是投诉。

如今的桐庐，民间环保自治体系已实现全域覆盖，环
保治理网络得到进一步延展，治水网格进一步细化，一张
由村民编制而成的生态监督环保自治大网正逐步完善，
让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身体力行成了生态文化的传承者，
成了生态桐庐的终极生命力。

环保组织

环保民间团体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在积极推动环
保事业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公众的环境意识不
断增强，各类环保民间组织在桐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目前，全县已有各类民间志愿者队伍 37 支，人数达到了
5000 余人。

这 些 民 间 组 织 也 通 过 自 己 的 行 动 来 倡 导 全 社 会
共同参与低碳环保 生 活 ，桐庐环保民间组织“彩虹公
益 ”与 义 工 联 盟 等 环 保 民 间 组 织 先 后 组 织“ 种 一 棵
小 树 ，绿 一 方 净 土 ”植 树 活 动 、义 工 清 理 河 床 生 活
垃 圾 活 动 、自 行 车 环 县 城 骑 行 绿 色 出 行 活 动 、“ 衣 加
衣”旧衣回收二次循环利用活动、“青春助力·团团治
水 ”活 动 、“ 提 高 你 的 呼 声 ，向 污 染 宣 战 ”活 动 等 。 一

次 次 小 小 的 奉 献 ，汇 集 成 一 股 股 绿 色泉涌，筑成环保
的城堡。

据 统 计 ，近 3 年 来 ，桐 庐 县 各 类 环 保 民 间 团 体 共
组 织 了 120 余 次 环 保 志 愿 者 活 动 ，参 与 人 数 达 到 2.6
万余人，其中一些活动成为志愿者的品牌。

另外，环保民间组织还利用自身优势随时关注环
保 动 态 ，设 置“ 垃 圾 河 、污 染 源 ”曝 光 台 ，引 导 百 姓 关
注 身 边 的 环 境 问 题 ，并 通 过 报 纸 、网 络 、举 报 热 线 等
方 式 不 断 曝 光 、投 诉 、反 映 环 境 问 题 ，通 过 环 保 民 间
组 织 引 导 反 映 各 类 环 境 问 题 40 余 起 ，并 持 续 跟 踪 相
关 部 门 对 事 件 的 处 置 情 况 ，致 力 于 解 决 民 众 的 诉 求
和难题，在环境整治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村民

通过众筹共治环境

自治体系实现全覆盖

组织公众参与活动

他山 之石

地方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