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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垃圾分类处理关系群众生活环境，

是精致城市建设的“关键小事”，也是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大事。

今年以来，兰州市城管委在城关区着

力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建设，

不断完善设施设备、改善居民投放环境、

健全分类收运体系：建成有害垃圾暂存点

一座，推进废弃物精细管理和有效回收，

变被动处置为科学利用；投放垃圾分类智

能箱房 20 座，借助科技手段，让垃圾分类

投放更精准、更便捷；完成 13 座垃圾转运

站及 23 座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提升改造；

购置分类收运车辆 10 辆，持续拓展垃圾

分类高效回收和资源化利用链条，推动全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有害垃圾暂存点：让有害
垃圾有处可去

“这个有害垃圾暂存点一次能容纳

4000 升有害垃圾，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废

旧电池、荧光灯、过期化妆品等都可以存

放在这里……”日前，位于兰州市城关区

九州肖家窑的城关区首家有害垃圾暂存

点揭牌启用。

“该垃圾暂存点的启用，填补了城关

区有害垃圾无处暂存的空白。”兰州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三级调研员王纲介绍，通

过分类收集有害物质，对其进行集中存

储和安全规范处理，可以进一步减少环

境污染，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

记者看到，有害垃圾暂存点共设置

了 6 个收集区，可分别收集废镍镉电池

和氧化汞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废

化妆品、废药品、废荧光灯管、废油漆和

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

其包装物等 6 类有害垃圾。

红色的存储桶分门别类、整齐划一地

摆放在货架上，每个区域均清晰标注了所

收集的垃圾种类，并设立了出入库台账

区、称重区、消防灭火区等多个功能区，实

现了有害垃圾来源的全程可追溯。为确

保暂存点的安全，在存放区、设施区和管

理区还全覆盖式安装了监控设备。

城关区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中心还精

心规划了有害垃圾收运路线，安排了专

门的收运车辆。“当暂存点有害垃圾达到

一定的储存量时，我们会交由第三方有

害垃圾专业处理公司进行收运处理。”城

关区市容环境卫生工作中心分类办主任

祁凯说。

祁凯介绍，该暂存点已按照《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相关规定，完成了

围堰设立、地面硬化、防渗防腐等关键工

作，并配备了 12 个货架、73 个有害垃圾

桶，确保有害垃圾的安全、规范贮存。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后

续正式运行中，兰州市城管委将逐步优

化完善有害垃圾暂存点运维管理规范，

在每个容器上设置二维码，通过扫码详

细了解每个容器盛装的有害垃圾种类、

重量、入库时间等信息，实现智慧化管

理，促进有害垃圾收集工作规范开展。

智能箱房：让垃圾投放更
精准、更便捷

垃圾分类投放环节是整个垃圾分类

体系建设中的基础环节，对于开展垃圾

分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在原有垃圾分类智能箱房基

础上，城关区新增 20 座智能箱房，重点

投放在草场街、东岗等街道。目前，全市

共有生活垃圾分类智能箱房 74 座。

垃圾分类智能箱房长 5米、宽 3米，总

计 15平方米，有 5个独立的智能化投口和

1 处有害垃圾投放点，设置了感应系统、

称重系统、满溢报警系统，每个投口均印

制了清晰醒目的标识和类别，可以更好地

辅助使用者进行正确的分类投放。

“投口边缘我们做了防夹手处理，设

置了满溢指示灯，如果垃圾桶装满了，指

示灯会自动变为红色。”2024 年城关区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建 设 项 目 主 管 马 爱 娇 介

绍，原有的露天垃圾桶已更换为垃圾分

类智能箱房，实现了集美观、环保、智能

于一体的效果。

和传统垃圾分类桶相比，垃圾分类

智能箱房的分类标识清晰醒目，投放过

程更加简便，可减少混投混放，提高垃圾

分类精准度。

今年，在兰州大学总共投放 3 座生

活垃圾分类智能箱房。兰州大学后勤保

障部城关教学区物业服务中心一级专责

冯云告诉记者，垃圾分类智能箱房的投

放，不仅改善了校园整体环境，也节省了

大量的人力成本，洗手池的配备提升了

学生投放生活垃圾的满意度。

“将智能箱房接入城市运行管理服务

平台，可实现数据实时推送、实时监管，及

时了解、掌握箱房的使用情况，防止垃圾

满溢、垃圾落地等现象发生。”兰州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垃圾分类管理科工作人员邱

子恒说，数字中心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

计、分析，能够为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有助于优化垃圾分类收运流

程，助推垃圾分类高质量发展。

转运站提升改造：让垃圾
处理更高效

为 持 续 完 善 和 提 升 城 区 垃 圾 收 运

处置能力，兰州市城管委对城区各垃圾

转运站开展了实地调研，根据垃圾转运

站现状，按照“一站一方案”的原则，在

城关区对 13 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实施提

升改造。

在五泉老街街口，记者看到改造后

的 禄 家 巷 垃 圾 转 运 站 已 焕 然 一 新 。 站

点里原来破损的地面被修复，内部墙体

材料也被升级，还新增了墙围、除臭喷

淋、分类垃圾桶等设施设备，让转运站

告别臭味，同时与周边景观相结合，兼

具卫生与美观。

“我们在转运站内安装了智能化喷

淋除臭系统，该系统采取雾化喷淋方式，

可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段自动开启高压

喷嘴，将除臭剂和消毒剂均匀喷洒到压

缩机、转运车等核心位置，能快速消除异

味，确保设施干净、整洁。”城关区市容环

境卫生工作中心生活垃圾收运队网格管

理一站副站长秦淑贵说。

秦 淑 贵 介 绍 ，以 前 ，转 运 站 内 出 水

口比工作台高，污水流不出去，需要工

人用大扫把、铁锹等工具清扫污水，如

果清扫不及时，不仅污水四处流淌，还

影响垃圾转运的效率。现在，重新做地

坪后，污水能顺利排出，站点环境好了，

也节省了人力。

兰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管理科工作

人员邱子恒告诉记者，此次改造主要对

转运站的外观、地面、防水、除臭等设施

设备进行了升级，解决了市区一批转运

站点外立面破损、异味扰民、渗滤液溢出

污染环境的问题。

“现在，在转运站内，工作人员会对

垃圾进行初步分类，将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为后续的分类运

输和处理提供了便利。”城关区市容环

境 卫 生 工 作 中 心 生 活 垃 圾 收 运 队 业 务

股股长刘晓说。

垃 圾 站 虽 小 ，对 群 众 影 响 却 不 小 。

改造升级后的垃圾转运站，垃圾转运效

率提高、垃圾堆积减少，特别是在大型活

动、节假日、突发应急等情况下，能有效

保障垃圾有序转运，实现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进一步改善了城市卫生环境。

近年来，兰州市城管委大力推进垃

圾分类前端设施设备建设，为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稳步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目

前，全市共配备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8.5 万

余个，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车辆 1485 台，

建成、在建处置设施“两厂一园三中心”，

主城区 53 个街道、338 个城市社区、3061

个居民小区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基本形成生活垃圾从源头产生到末端处

理的闭合回路，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质

效稳步提升。

—兰州市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为 精 致 城 市 建 设 添 亮 色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王聪）为扎实推进党建引领“警地融

合 ”工 作 落 实 落 细 ，加 强 和 完 善 基 层

社 区 治 理 体 系 ，近 日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靖 远 路 街 道 九 州 创 城 社 区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联 合 九 州 派 出 所 、兰 州 碧 桂

园 消 防 站 、甘 肃 昆 仑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安

宁 分 公 司 九 州 服 务 站 等 单 位 ，共 同 开

展 了“ 社 区 警 校 ”第 二 课 暨 消 防 安 全

知识讲座。

据了解，“社区警校”是该社区警社

共治和警民联系的新平台、政策宣传和

法规培训的新课堂。“社区警校”以社区

警务团队建设为载体，通过邀请专家进

行 授 课 和 组 织 实 践 活 动 ，对 社 区 网 格

员、警务助理、保安员以及“九小场所”

业 主 和 居 民 代 表 进 行 消 防 安 全 、反 诈

骗、矛盾纠纷排查与解决等专题培训，

持续推进“社警联动”融入基层治理工

作，有助于全面增强居民群众的法律意

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培训课堂上，昆仑燃气公司的讲解

员通过播放 PPT、进行事故案例分析及

现场实操等多种方式，向居民讲解了天

然气阀门的正确操作方法，提醒居民燃

气软管需要定期更换、燃气设备要定期

检查，同时，针对居民现场提出的疑问，

进行了详细解答及操作演示。

“ 今 天 听 了 天 然 气 阀 门 的 安 全 规

范 操 作 知 识 ，以 后 我 一 定 按 照 正 确 的

方 法 操 作 ，回 去 也 要 提 醒 家 人 注 意 这

些安全细节。感谢社区组织这样的活

动 ，让 我 们 学 到 了 很 多 实 用 的 知 识 。”

居民张阿姨说。

随后，碧桂园消防站的消防员进行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员现场演

示了正确使用灭火器的关键步骤，包括

拔销、对准火源根部、按压把手……并

对辖区居民和商户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如何预防、如何扑灭、如何逃生”等实

际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 社 区 警 校 ”
织密消防安全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枯草满地的原野上，一道道橙红身影

飞速奔跑，预热机器、铺设管带、水枪出水、

歼灭“烟点”；

泵车轰鸣间，一条条水龙延伸向山林

深处……

十一月的龙城天水已被初雪浸染，一

场以“挑战自我、创破纪录、砥砺血性、精武

强能”为主题的消防体技能对抗赛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

此次对抗赛由天水市森林消防大队组

织，旨在全面检验队伍大练兵活动以来的

体技能素质和业务水平，进一步激发指战

员训练热情，锻造一支专业技能精、业务能

力强、完成任务好的应急救援尖兵力量。

对抗赛设置了负重五公里、单杠引体

向上、150 米综合体能竞技、400 米携装突

击、装备操作综合演练、远程输水训练、个

人绳索救援技能竞技等 11 个科目。比赛

根据指战员衔级和年龄将所有队员划分为

两个小组，其中，大队全体干部、一级、二级

和预备消防士为 A 组，三级、四级消防士

为 B 组，两组力量同场竞技，展开了一场

“老牌组”与“新生组”的激烈对抗。在绳索

救援项目点对点救援对抗赛中，各组分别

选派 10 名代表参加。

“注意，别掉点，先挂安全钩，再转换手持

上升器……”比武场上，安全员向操作队员反

复讲解注意事项，力争在最短时间完成救援。

“加油！加油！”冬日刺骨的寒风中，队

员们热情的呐喊声点燃了整个训练场。经

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B 组以领先 10 分钟的

优势取得胜利。

充分活动完身体后，两个小组的单杠引

体较量拉开了帷幕。“双腿并拢，不要碰到前

面的铃铛，加油！你们这组已经 187 个了，

坚持住！”场上的参赛队员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双手紧握单杠的瞬间，都想着“多做一

个，再多做一个，坚持到底，突破纪录……”

“预备，开始！”随着 1000 米跑出发的

口令下达，参赛队员犹如离弦之箭冲出。

1000 米跑比赛中“老牌组”王永存一马当

先、全速冲刺，“新生组”陶成、张家荣不甘

示弱、迎头赶上，竞赛氛围十分热烈。

装备操作综合演练现场，设置了管带

铺设、风机灭火、油锯切割、水枪打靶、灭火

弹投掷 5 项内容，是一项集力量、耐力、爆

发力和反应能力于一体的综合性科目。演

练中，参演队员闻令而动、反应迅速，携带

专业森林灭火装备奔赴模拟火场。

2 公里的山地远程输水对抗赛，聚焦

野外真实环境，有效锤炼了队伍在复杂环

境、恶劣气候条件下联合作战能力和实战

处置水平，使指战员对远程输水技术操作

的掌握更加熟练。

全体人员分组操作、协同配合，争分夺秒

顺利完成了演练内容。通过演练，各参演队

伍熟悉了森林灭火装备的操作方法和使用技

巧，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已进入森林防火期，在大队内组

织此次大练兵暨‘强能·初冬’对抗赛活动，

不仅提升了队伍的实战化水平，也能让我

们不断查缺补漏，凝练战斗力，确保一有任

务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天水市森林

消防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练备战以练备战””锻造应急救援尖兵锻造应急救援尖兵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君洁

“可以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这事值

了！”11 月 27 日上午，来自酒泉市肃州区的

退役军人茹思明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完成

造血干细胞捐献时说。

今年 34 岁的茹思明是肃州区第 1 例、

酒泉市第 4 例、我省第 68 例、中华骨髓库第

18918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茹思明是一名退役武警战士。2014

年，在战友的带动下，茹思明第一次参加无

偿献血，此后他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

血量 3100 毫升。多年来，茹思明还一直坚

持参与公益活动。

2023 年 5 月，茹思明又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时，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

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当时，他毫不犹豫地

填写申请表，留取血样，注册登记成为中华

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今年 10 月中下旬，茹思明接到了酒泉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当得知

自己与一名患者初配相合时，茹思明惊喜

又意外，“我太幸运了！没想到入库一年多

就与患者配型成功！”茹思明说，得知配型

成功后，他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进一步

详细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

多年的部队服役经历让奉献精神深植

茹思明内心深处，“只要能够帮助到别人，

我就会努力去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帮

助患者战胜病魔，我当然要全力以赴！”茹

思明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支

持：“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我

们支持你！”

11 月 22 日，在酒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陪同下，茹思明来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为捐献做最后的准备。

经过供患高分辨分型确认、健康体检

等一系列程序，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茹思

明开始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采集过

程中，茹思明神情轻松，和陪伴在侧的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聊天，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

历经 5 个小时的采集，茹思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244 毫升，为陌生的血液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我会坚持献血！我还会向身边的人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这项公益活动，就会为更多的血液病患

者延续生的希望！”当谈到以后的打算，茹思明坚定地说。

大爱无疆，茹思明用热血传递生命的火种，展现了退役军人的

责任与担当。他的善举为血液病患者点燃了希望之光，也向社会

传播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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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李永萍）日前，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全国劳

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省“陇南电商”

“静宁果农”等 9 个特色劳务品牌亮相成果展示活动，其中，“岷归

药工”“天水麻辣嫂”分别入选乡村振兴特色主题展区和美食街

区，兰州代表我省参加劳务品牌工作赛并荣获三等奖，省人社厅

荣获“优秀组织奖”。

此次大会以“协作促就业 匠心树品牌”为主题，设置“一会一

展一赛两对接两研讨”七项活动，共遴选了 251 个劳务品牌参与展

示，参展规模、品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大会通过主题会议、成果

展示、对接洽谈和工作竞赛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劳务品牌的文化底

蕴和创新活力。

大会期间，我省集中展示了“甘味”特色劳务品牌，同时聚焦扩

大劳务协作、提升劳务质量，积极开展了系列协作活动，同山东、宁

夏签署协议，建立了沿黄省区劳务协作联盟。在劳务品牌对接洽

谈活动中，兰州牛肉拉面制作专项职业能力数字课程作为全国两

个入选的劳务品牌创新成果之一，相关负责人围绕劳务品牌形成、

数字课程开发、课程特色优势和数字课程应用四个方面进行了现

场展示介绍。礼县人社局与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现场

签订“礼贤妹”劳务输出合作项目，协议年均输转家政服务人员

2000 人次以上。“玉门铁人石油工”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现

场与合作机构签订协议，确定为土库曼斯坦培养 500 名石油化工、

特种作业等方面专业技能人才，打造对口支持的“海外玉门石油

工”品牌。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交流研讨活动上，“静宁果农”形象

代言人现场分享了品牌成果案例，陇南市城乡就业服务管理局和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签订《家政劳务品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

开展岗前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技

能，共同培育打造陇南市家政劳务品牌。

甘肃组团参加全国劳务协作
暨 劳 务 品 牌 发 展 大 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近日，兰州市民

刘先生在甘肃省档案馆查到急需的档案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向档案查阅中心工作人员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1984 年，刘先生以临时工身份入职某公司，1988 年左右离职

后从事其他工作。今年，刘先生临近退休，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因

参加工作时间认定存疑，无法办理退休手续。

社保中心要求刘先生提供 1984 年至 1988 年参加工作的证

明材料，但是，他当时工作的公司已破产多年，当年的档案资料

也无从查起。

刘先生很着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甘肃省档案馆查阅大

厅查找档案。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积极协调馆保管保护处、后库

管理处工作人员，相关人员立即着手帮他查找电子档案、库房未扫

描档案资料以及后库库房档案资料……经过连续几天的加班加

点，最终找到了刘先生 1987 年连续五个月的工资报表。

这份工资报表工资类项清晰，也包括入职日期、个人签名等重

要内容，为刘先生认定参加工作时间并顺利办理相关退休手续提

供了有效依据。

近年来，甘肃省档案馆持续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上狠下功夫，开

展的民生档案查阅服务，为群众在工龄认定、待遇落实、办理养老保

险、完善人事档案和享受惠民政策等多方面提供了有力档案支撑。

档案凭证助力解决
群众工龄认证难题

兰州市城关环卫投放在居民小区的垃圾分类智能箱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聪

绳索救援比赛。 远程输水对抗竞技现场。 本组图片由天水市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