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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多，记者来到市民反映
的小区。此时，垃圾分类投放房刚刚
清理完垃圾。个别没来得及扔垃圾的
居民将垃圾袋放在垃圾分类投放房
外。在部分居民楼下，一些垃圾被随
意扔在地面或绿化带里，显得有些刺
眼。

据小区的保洁人员介绍，这些垃
圾放置的位置，大多为原本垃圾桶所
在的地方：“实施垃圾分类后，垃圾桶
都被撤了，有的居民不愿意多走一段
路扔垃圾，有的居民错过了垃圾投放
时间，他们就乱扔垃圾。”保洁人员说，
目前这种情况不多，他们看到就会把
垃圾处理掉。

随后，记者走访了梁溪区、新吴区
的多个小区，发现个别小区也存在这
种情况。梁溪区的一个老小区实施垃
圾分类后，一个墙角就成了“垃圾堆放
点”。小区居民说，实施垃圾分类后，
去垃圾分类投放房要比以前多走几十
米路，有人不愿意多走路，就将垃圾随
手放到了角落。“可能其他人看见别人
把垃圾扔在这里，就跟着扔了。最近，
这里的垃圾明显多了起来。”

为图方便，垃圾随手扔？
探索：精准施策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垃圾分类后出现乱扔垃圾的现象，一方面是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淡薄所致，这需要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
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调整完善分类投放方式、收集
模式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
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多重效益。希望
市民可以自觉遵守垃圾分类投放规定，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垃圾；也请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引导与宣传，提高垃圾分类的
社会参与度和投放准确率，让生活垃圾从“随手扔”变为“自觉
分”。 （晚报记者 甄泽/文、摄）

近日，有市民反映，自己所在的小区实施垃圾分类后，有的居民乱扔垃
圾，严重影响小区环境。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了解。

无锡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已有5
年，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规律，
如老旧小区内老年人较多，他们投放
垃圾的时间、习惯与年轻人不一样，
可能会在一天中的多个时间段投放
垃圾。有的小区配套设施较为完善，
居民对垃圾分类接受度高；有的高档
小区的物业还会提供上门回收垃圾
服务。

针对各个小区的不同情况，城管
部门通过精准施策，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今年，城管部门对部分居民小区
进行了试点，在老年人较多的小区，
尝试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在居民对垃
圾分类接受程度较高的小区，对分
类、收集工作进行指导和督导。

在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各地
不断探索和创新可回收物的再利用
方式。一些小区实施“以车代库”的
可回收物收集方式，每个星期在固定
时间将收集车辆开进小区回收。锡
山区的一些小区采用预约上门的方
式收集可回收物，既方便了居民，也
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向更细致更深
入发展。

记者就这一情况咨询了无锡
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据了解，在
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确实有少部
分居民为了图方便而随手扔垃圾，
针对这一情况，环卫部门会督促小
区物业对这部分居民进行劝导和
上门宣传，引导其将垃圾扔入垃圾
分类投放房。同时，结合当前城管
进社区工作，工作人员协助开展居
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分类
指导员履职情况巡查，排查“混收
混运”、散包垃圾乱扔等问题，上门
教育屡教不改者，引导居民参与小
区共建，推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水
平提升。

因地制宜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对居民进行劝导垃圾随手乱扔时有发生

本报讯 细密的小雨衬出无锡的
江南底色，“爱乐之城”的音符从太湖
边流淌而出。昨日，2024太湖·国际
尤克里里嘉年华在位于渤公岛的湖
心乌托邦举行。

“我感觉大家都喜欢尤克里里这
个乐器。”从山西太原赶来无锡的尤
克里里音乐人栾丰，正在草坪上调
音，他对无锡乐迷的热情深感惊喜。

昨天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尤克里里
音乐人第一次相聚在无锡，和小朋友
们共同用琴声营造了一个免费开放
的音乐乌托邦。

1924年，尤克里里从夏威夷群
岛进入中国，今年刚好是这一小型弹
拨乐器在中国的100周年。嘉年华
的发起人之一任恩洋介绍说，从
2015年起，尤克里里在无锡迅速普

及开来。一把几百元的尤克里里，就
能满足初学者弹唱的需求，作为一件
好入门、上手快的乐器，初学者很容
易从弹唱的成就感中保持对尤克里
里的热情。

此次活动邀请了东岛乐器、幸艺
音乐、麦穗音乐、奥里音乐等尤克里
里推广团队。来自徐州的张老师告
诉记者：“这次是江苏省内第一场尤
克里里嘉年华，江苏的尤克里里爱好
者们非常团结，我们肯定要来支持。”

湖心乌托邦这座艺术小岛以推
广音乐为己任，自今年9月“开岛”以
来，已经吸引了许多无锡市民及外地
游客来此，它不仅缩短了音乐与普通
人之间的距离，也以音乐为媒，为世
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认识无锡的新
角度。今天，长三角儿童音乐节的活
动也在湖心乌托邦的伊德草坪上举
行。

（孙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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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独女

8岁外孙身患重疾
外公外婆不离不弃

8岁的宣宣（化名）至今不会
走路和说话，但却会黏着外公外
婆。孩子知道，两位老人值得依
靠。在东风家园的宣宣家中，年
过六旬的王老伯夫妇在今年3月
痛失了唯一的女儿。老人省吃俭
用，拼尽全力抚养重病的外孙，希
望他有一天能够生活自理。“福
彩·爱基金”工作组在接到求助
后，为宣宣送去了1万元康复款。

宣宣出生于2016年，出生后
没多久就被发现有脑积水，治疗
花了几十万元，家里因此欠下不
少外债。宣宣至今不会说话，也
不会走路，和脑瘫孩子的症状相
似。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年3月，
宣宣的妈妈突发脑出血，又花去
10多万元，人却没抢救过来。

宣宣的外婆说，宣宣会喊“妈
妈”和“爸爸”，但没有其他语言能
力。针灸时，宣宣很难受，但只要
放音乐或者唐诗给他听，他就能
安静下来。看见他一边听唐诗一
边摇头晃脑，外婆问他：“会吗？”
宣宣虽然不说话，但会点头发出

“嗯”的回答，意思是他都知道呢。
宣宣的爸爸每个月只有2000

多元的收入，常常要到晚上9点多
才能回家。两位老人退休工资也
不高。去年，家里刚还清几十万
元的债务，今年，为了抢救宣宣的
妈妈又花了10多万元。除了康复
费用，每月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在
3000元左右。过几年，宣宣要更
换脑部的引流管，估计费用在10
万元左右。宣宣的外婆表示，孩
子是女儿留下的唯一血脉，他们
不愿放弃，相信奇迹会出现。

得知宣宣家的情况后，“福
彩·爱基金”特意派出爱心大使，
为宣宣一家送上1万元康复款。

“福彩·爱基金”已成立10多年，秉
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
旨，为锡城上千户家庭送上了上
百万元爱心款。如果市民朋友或
身边亲友遇到了突发性的灾难或
疾病，生活陷入困境，可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88300000求助。

（小黄）

首届太湖·国际尤克里里嘉年华举行

“爱乐之城”新添音乐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