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5年6月4日 星期三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建东 校对：熊健兵 电话：0579-85381008 33

在医育结合实践基地，医护人员正
在为幼儿体检。

在托育老师的陪同下，俄罗斯萌娃与
中国小伙伴畅享欢乐时光，童趣无国界。

托育园的孩子们在公园户外场地
自由骑行。

▢ 全媒体记者 王怿杰
通讯员 宗琳玲 宋国民

本报讯 6 月 2 日上午，
赤岸镇南青口村老路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白色电动
汽车在雨天行驶至拐弯路段
时，因路面湿滑，车辆失控，
撞上了路边的行道树。猛烈
的撞击导致行道树大块树皮
脱落，车辆随之侧翻，驾驶员
被困在变形的车厢内无法脱
身，情况紧急。

当时正前往农村微型消
防站开展拉动演练的赤岸镇
专职消防队，接到 119 指挥
中心的调派指令后，立即改
变路线，驶向事故现场。

消防员抵达后，顶风冒
雨迅速展开施救：一组队员

立即设置警戒区域，确保救
援安全，防止二次伤害；另
一组队员合力稳定车身，随
后破开副驾驶侧车门。短短
几分钟后，被困司机被成功
救出。惊魂未定的司机坦
言：“下雨路滑，我没控制好
车速，转弯时直接撞上了行
道树。”

近期雨水多，路面湿滑，
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容易发
生侧滑、追尾等事故。消防部
门提醒广大驾驶员：雨天务
必谨慎驾驶，经过弯道、坡道
等复杂路段时请提前减速慢
行，保持比平时更大的安全
车距，避免急打方向和急踩
刹车；行车过程中务必集中
注意力，保持视线清晰，必要
时开启车灯，确保驾驶安全。

车辆侧翻太惊险
雨天行车需谨慎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在夜色掩护下，
一车建筑垃圾被悄悄倾倒在
佛堂镇郊区的田间，涉事人
员和车辆随后扬长而去。然
而，这一切并未逃脱“天眼”
的严密注视。

近日，佛堂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接到村民举报，称佛
堂镇文体中心与双林路间的
田地上有一堆建筑垃圾。执
法队员通过视频监控平台回
溯排查时，看到了上述违法
行为的全过程。结合倾倒时
间、路线、车辆装载等情况，
执法队员顺藤摸瓜，确认该
处堆放的建筑垃圾为佛堂镇
朝阳东路某路段道路修建时
所产生。在视频证据面前，当
事人无法抵赖，对其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

当事人偷倒建筑垃圾的
行为，违反了《浙江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
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嫌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执法队
员依法立案调查，责令当事
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进
行整改。

“无需现场蹲守，依托智
能监控网络，即可迅速锁定
嫌疑车辆及行为人。”执法
队员表示，此案的高效查
处，充分展示了非现场执法
在精准锁定、快速响应、证
据固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当前，佛堂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持续深化非现场执法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织密科技
防控之网，不断提升执法质
效。任何破坏市容环境的违
法行为，都将在智慧监管下
无所遁形。

智慧执法锁定“夜幕黑手”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陈丽莎

本报讯 近日，大陈镇楂
林小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扔掉烦恼”心理团辅活
动。孩子们通过扔沙包游戏，
倾诉烦恼，解决烦恼，淬炼心
理韧性。

“什么是烦恼？你有烦恼
吗？怎样消除烦恼？”活动伊
始，在老师的鼓励下，孩子们
敞开心扉，用彩笔在沙包的
飘带上写下“最近好朋友不
跟我玩了”“妈妈没时间陪
我”“早上总是不能按时起
床”等烦恼。

随后，一场“扔掉烦恼”
大赛在绿茵场拉开序幕。孩
子们手持承载着“烦恼”的彩
色沙包进入“战场”，5 分钟
内，他们要将这些“烦恼”掷

向其他班级的区域，同时守
住防线，迅速反击飞来的沙
包。这场游戏，是智慧与体力
的双重挑战。孩子们个个生
龙活虎，喊声震天。每一次投
掷、每一回防守，都是突破自
我的见证；每一次逆境反击，
都彰显着心理韧性的生长。
他们以永不放弃的信念，在
激烈对抗中驱散烦恼阴霾。

比赛结束后，孩子们捡
起他人的沙包，看看捡来的

“烦恼”，将心比心，随后思索
并写下解决烦恼之法。此刻，
孩子们的善意与智慧在指尖
流转，为彼此的“烦恼”想办
法，共同成长。作为楂林小学
5月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的
收官活动，孩子们在快乐的
游戏中，学会识别烦恼、调节
情绪，更在困境中坚守，于互
助中成长。

扔掉烦恼 调节情绪
楂林小学开展心理团辅活动

托育服务作为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
的民生基石，始终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弦。如何让幼有所“育”、不负所“托”？近
年来，我市围绕“幼有善育”，深入探索形
成具有义乌特色的“医育结合”模式，成
为普惠托育民生名片背后的“幸福密
码”，为 3 岁以下婴幼儿这个“社会最柔
软的群体”筑起健康成长的温暖港湾。

在浙大儿院义乌医院儿童保健门
诊，曾出现过这样揪心的一幕：一位母亲
因夫妻关系紧张、长期独自育儿的重压
而情绪崩溃。15 个月大的孩子不仅生长
发育滞后，语言能力也明显迟缓。孩子面
临的问题，让这位母亲陷入深深的自责，
认为自己养不好孩子，成为孩子成长路
上的“绊脚石”。儿保医生了解情况后，对
孩子进行全面的儿童早期综合评估，发
现孩子存在的问题与养育环境密切相
关，随即给出了入托建议，希望借助托育
环境打破孩子的成长困境。

入托4个月后，孩子有了令人惊喜的变
化。昔日挑食的“小麻烦”已能自主进餐，哭
闹频次大幅下降的同时，也能主动融入同
伴群体，与小朋友们嬉戏玩耍；语言能力也
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清晰表达 6 至 8 字的短
句。为配合家长的工作时间，托育机构工作
人员还贴心地将托管服务延长至晚上 7
点，精准化解了“接娃难”的痛点。看到孩子
的改变，这位妈妈脸上重拾笑容，育儿焦虑
得到极大缓解。

“推动‘幼有善育’，核心在于以医疗专
业度提升托育服务含金量。”义乌市卫健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起，义乌市卫健局
大力推进“医育结合”工作，出台《义乌市托
育机构医育结合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由
医疗机构为每家签约托育机构配备专业健
康指导员，开展医育跟岗人才培养，将儿童
健康管理、疾病预防指导、生长发育监测、
科学养育指导、中医育儿等理念融入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指导托育园为婴幼儿建立

专属档案，进行动态监测，制订个性化健康
指导方案。截至目前，我市医育结合签约覆
盖率达 100%，有力推动了医疗保健、婴幼
儿健康管理与托育服务的深度融合，为儿
童早期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为更多家庭带
来希望。

一直以来，我市以先行姿态积极探索
婴育服务新路径，构建儿童早期发展测评
体系、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
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及标准体系“五位一
体”的发展格局，形成惠及本地户籍、外来
建设者、少数民族同胞和外籍婴幼儿的义
乌特色托育服务体系。2025 年，我市将新增
公办托位，新增社区或用人单位开办托育
机构，以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培训列入
民生实事，加快建设全方位、全链条、全覆
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实现在设施供
给能力、服务支撑能力等方面显著提升，全
力打造“义有善育”金名片。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我市推进我市推进““医育结合医育结合””模式模式 护航萌娃健康成长护航萌娃健康成长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6月3日清晨，稠江街道锦都豪苑
小区内，年近七旬的楼昌福熟练地提
着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走向垃圾投放
点，拎着环保袋的老伴则跟邻居结伴
坐公交车去菜市场。夫妻俩的默契分
工，已成为义乌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的
日常缩影。

刚过去的这一周是第三届全国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

“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正在义乌
大街小巷得到生动诠释。

垃圾分类关系千家万户，看似是
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牵着民生、连着
文明。作为垃圾分类的先行先试城市，
义乌自 2018 年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围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目标，经过多年持续攻坚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双100%，连续六年获评浙江省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优秀县（市、区）。

在义乌，从商贾云集的国际商贸
城到网红电商聚集的江北下朱村，从
老旧小区到美丽乡村，垃圾分类已从
政府推动的“新时尚”迈向市民自觉践
行的“新日常”。

由“盆景”变“风景”
宣教和执法并重

“亲眼看见垃圾焚烧发电和资源
化利用的全过程，才真正理解垃圾分
类的意义。我回去后一定要带动身边
人精准分类、按时投放。”在受邀参加
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的生活垃圾
分类体验日活动后，市民张晓凌女士
有感而发。

上周，全市各镇街根据辖区实际
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代表深入社区、门店、商
场、超市等场所，因地制宜开展“减少
一次性用品”“光盘行动”“限塑”等宣
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分发宣传

册、举行趣味游戏等形式，增强广大群
众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意识。

在江东街道，执法部门专门组建
了垃圾分类宣讲小分队，分时段走进
商圈和居民小区开展宣教。在稠城街
道，其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垃圾
分类进社区”活动，通过“桶边指导”环
节，执法队员在垃圾投放站点现场指
导居民投放，提高垃圾分类准确性。

据了解，第三届全国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周期间，我市聚焦推进源
头减量、突出回收利用、加大设施开
放、深化校园教育等六大重点，开展各
类宣教活动71次，发放宣传资料3万
余份，吸引两万余人次积极参与。在多
形式开展宣教的同时，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和各镇街还立足各自职能，持续
开展垃圾分类日常巡查和检查工作。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相关违法行为，执
法部门严格执法，依法予以查处。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垃圾革命”，
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如今，由“盆景”变

“风景”，垃圾分类逐渐成为市民们的

文明自觉、行为习惯和良好风尚。

从“嫌麻烦”到“我乐意”
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米”

“刚开始有点嫌麻烦，习惯成自然
就不觉得了。”家住稠城街道通惠社区
通惠门小区的楼奶奶说，如今她已习
惯提着分类好的垃圾去投放点。

“早些年，垃圾随产随扫，街头一
倒了之；后来，小区里有了垃圾房，但
破损老旧少人管，气味还很重，垃圾车
也混装混运，污水、垃圾一路滴漏。现
在好了，小区垃圾投放点漂亮又干净，
还有专人在场管理指导。”从没有桶到
一座“房”，再到四类“桶”，从垃圾混装
混运到分类直运，楼奶奶家的“垃圾倾
倒史”，恰是我市多年来探索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

从“嫌麻烦”到“我乐意”，这一转
变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在垃圾分类
治理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努力。近年来，
我市通过多途径宣传、多举措监管、多
元化运营，抓实抓细宣传教育“入户、

入行、入心”三件事，从点到面，打通垃
圾分类“最后一米”。

“我家里现在有三只垃圾桶，客厅
一只，厨房两只。厨房垃圾多，一只装
剩菜剩饭和水果皮，另一只放塑料袋
和抹布等。投放时，剩菜剩饭那个，扔
到绿色桶内；另外两个装的是其他垃
圾，扔到灰色桶内。”对于生活垃圾怎
么分，楼昌福了然于心。有时去垃圾投
放点时，他会打趣分拣员：“要不要打
开检查一下？”对方会笑着回一句：“知
道你在家里已仔细分过了，免检！”

垃圾分类治理是一场需要全民参
与的持久战。虽然目前我市已取得一
定实效，但在强化市民分类意识、提升
分类成效、长效化管理等方面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今年，我市继续以问题为
导向，补齐短板，争取到年底全市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更加优化，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完备，整
体智治体系基本建立，“两定四分”集
中投放模式不断深化，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全面生效。

从“新时尚”迈向“新日常”
我市多点发力持续推进垃圾分类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晨光微露，赤岸镇赤岸四村菜市
场门口已人潮涌动，一场别开生面的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此开展。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走进烟火气十足的菜
场，用接地气的语言和互动游戏，为村
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绿色课堂”。

“阿姨，这把蔫了的空心菜叶是易
腐垃圾，要投绿桶；捆菜的塑料绳是其
他垃圾，要分开放！”在宣传摊位前，垃
圾分类宣讲员正耐心示范，买菜的朱
大姐听得连连点头。活动现场，垃圾分
类投放指南化身“菜场垃圾分类地
图”，用辣椒、玉米、鸡蛋壳等农产品图
标通俗易懂地标注垃圾分类的标准，
不少村民好奇地翻阅。

“废弃农药瓶属于什么垃圾？”垃
圾分类宣讲员话音未落，来自山盆村
的王阿姨抢答：“有害垃圾！上次你们
来村里培训时说过，这得单独收！”答
对问题的村民得到了环保布袋，更赢

得了围观群众的掌声。一位抱着孙子
的阿婆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活动好！
我现在终于记牢了，绿桶专门装‘厨房
里烂掉的东西’。”

在朱店村村口，几位年长的村民
在阴凉处乘凉，身穿红马甲的垃圾分类
志愿者上前递上了垃圾分类宣传手册。
手册中，农村里常见的垃圾被清晰分
类，70岁的吴奶奶指着单子上显示的

“尿不湿”提出疑问：“孩子用过的尿不
湿也算干垃圾吗？”志愿者立刻解释道：

“奶奶，其他垃圾就是包括餐巾纸、卫生
间用纸、尿不湿、抹布等难以回收的废
弃物，这些要扔到其他垃圾的桶里！”

当天，志愿者还同步开展“一对
一”入户指导，通过现场演示分类技
巧、在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桶边督
导”，实时指导村民的分拣操作，并对
分类准确的村民进行奖励，巩固其行
为习惯。志愿者还用幽默的方言讲解
垃圾分类的生态价值、分类标准及正
确投放方法，并对居民提出的常见分

类误区耐心解答。“我现在算是明白
了，环境好了，受益的还是咱们自己！”
村民李女士感慨道。

“不仅要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更要让它扎根乡土，成为村民们的生活

习惯。”赤岸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赤
岸镇的乡村正悄然发生变化，菜场里、村
道旁、农户家，分类垃圾桶整齐排列。这
场始于菜场、深耕乡野的“绿色课堂”，正
为美丽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绿色课堂”接地气
让垃圾分类走“新”更走“心”

推进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进菜市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进菜市场

市民参加生活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市民参加生活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