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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人大代表纷纷就垃圾分类问题建言献策，省人大代表陈建华透露

广州全面铺开新一轮建设
满足未来数十年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 � � �作为教育工作者，
白云龙今年依旧关注教
育领域， 这次将目光投

向了乡村教育。 在他看来，广东已完成普及义务教
育， 但城乡地域间的义务教育仍存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在乡村还有一定数量的麻雀型学
校，就我省目前的财力、物力、人力条件，还不能让
每一所麻雀学校的各科师资都能配齐、配全、配平、
配好。”与此同时，即使目前乡村中小学义务教育课
程能开足，但现代化硬件教育资源上仍有差距。

即使配备了相关硬件，他认为，由于麻雀型学
校学生数量少，导致“小小班化”的私塾课堂，学校
各功能室的使用频率、使用人次明显相对要少，使
得各功能室平时使用都将处于不饱和状态，“这也
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

对此，他建议，要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考虑

交通状况、目前生源状况以及通过大数据预测未来
人口数量变化等，撤销一部分麻雀型学校，建规范
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寄宿制学校，招生半径增大。 招
生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做法， 而是以学校为圆
心确定招生半径，并可先在四到九年级先试点实行。

“目前，乡村中小学实行寄宿制，条件已经具
备。 ”白云龙称，一方面是交通条件允许，村、乡、城
镇之间已达到路路通；另一方面，撤销部分麻雀型
学校后，在适合的地点建一所寄宿制学校，师资配
备上可完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如此将节约出较多
的教师编制数，同时也将节约教育资源硬件设施配
备。“节约出来的这部分钱，可以用于寄宿制学校后
勤保障方面，如住宿免费、食堂用餐优惠等。 ”

当学校有一定规模后，亦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
长发展，培训、教研、科研、学科集体备课等都将成
为常态。 此外，学生之间亦能加强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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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城
市之一，从去年第三季度起，广州开始
推行楼道撤桶、 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
圾的模式， 羊城垃圾分类投放迎来了
新突破。 未来将如何更好地开展这一
“新时尚”？ 不少代表纷纷建言献策，其
中省人大代表陈建华透露， 广州新一
轮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已经全面铺
开，一旦建设完成后，可解决未来数十
年广州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

“我估计最可能被问到的就是垃圾分类”
在广州代表团开放分组审议上，曾被誉为“环保市长”的陈

建华，被问及对目前广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看法与感受。 据
悉，2012年，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局，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开
启了垃圾分类推广之路。

“我估计自己最可能被问到的就是垃圾分类。 ”陈建华笑
称，2012年推广垃圾分类是被“逼上梁山”，“如果不垃圾分类，
广州填埋场一年半时间后将无处可填。 ”当年7月10日，广州召
开垃圾分类动员大会，正式打响了“垃圾分类战”。此后，广州陆
续推出系列措施，如在全国率先提出“三化”（资源化、减量化、
无害化）与“四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出台全国首部垃圾分类地方性立法等。

“到去年为止，广州经过多年努力，基本破解了垃圾围城的
难题。 ”陈建华表示，垃圾分类已成为一种新时尚，对生态文明
建设亦起到基础性的奠基作用，更与大气环境、水环境息息相
关。他透露，广州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已经全面铺开，一
旦建设完成后， 将可解决未来20年、50年乃至更长时间广州垃
圾分类处理需求。

在陈建华看来，垃圾分类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我们的方向
是对的，路子是对的，尤其是唤醒全民的环保意识，形成了一个
良好的习惯。”他表示，目前广州已经基本上做到楼道撤桶和定
时定点投放，垃圾分类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流通部馆员马茵：

建议建立特种家电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垃圾处理前，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分类，将致使资源大量

浪费；分类收集后，能否分类处理又是一个难关。”马茵表示，垃
圾分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于广州而言，由于常年处于湿热
环境中，垃圾的及时处理和搬运显得尤其突出。 她建议根据地
域气候特征，形成系统化的管理体制和垃圾运送体系。

首先，建立环境意识教育制度。 将垃圾分类收集的理念纳
入各级学校以及幼儿园的教育中，以学生影响家庭，家庭影响
社会。 其次，更多关注生活垃圾的源头消减。 例如，限制使用塑
料袋及塑料类免洗餐具；陆续推动公共部门及学校、餐厅禁用
各类材质的免洗（一次性）餐桌布、餐具等。

在生活垃圾的分类制度上，对于废旧的家电垃圾，她建议
建立特种家电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对于装修或者投放粗大的垃
圾时，居民需要去居委会购买处理券。此外，可以考虑用垃圾袋
作为计量工具，根据垃圾袋的体积收缴0.2元/升，并设计“四
色”垃圾袋对应不同分类。

【乡村振兴】

人大代表聚焦乡村振兴
做好教育均衡留住“村愁”

� � � �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继续将关注点放在乡村振兴上，有的更结合自身行业，提出细化建议。 乡村振
兴，教育为先。 面临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省人大代表白云龙从学校的布局设点上“下功
夫”，提出撤销部分“麻雀学校”，集中师资、设备等资源建立寄宿学校，提高乡村教育投入的“绩效”。与此同
时，乡村不仅要培养出人才，还要留得住“村愁”，省人大代表朱锦英建议加快推动村情志编修工作。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校长白云龙：

乡村中小学布局设点应更科学
撤销部分“麻雀学校”建寄宿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一
小区撤销楼道垃圾
桶一年， 居民早已
习惯下楼扔垃圾。

（资料图片）

“‘村’ 是不少人的
根，随着城镇化发展，如
今‘村’ 消失得越来越

快。 ”在朱锦英看来，乡村的消失，意味着“村愁”的
无处安放，久而久之更容易淡化、遗忘。 推动乡村
发展，不仅要产业振兴，还要文化振兴，其中村情
志编修将成为一个着力点。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最终都得立
足乡村自身，依托其资源发展自己。 ”她表示，通过
编修村情志， 可以搭建一个平台， 记录展现其地
理、历史、文化、生态、风光、资源、特产、民俗、风情
等村情，实现外界与乡村的即时互动，从而实现乡
村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与此同时， 这也是彰显农村文化自信的重要

途径。“记得住乡愁，首先要记住乡村的历史。 ”朱
锦英称， 广东不少村庄均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但由于缺乏村情志编修和传承，缺乏对外宣
传和推介，致使“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在城市化进
程中，农村人变城市人，也使得一些乡村历史文化
传承出现断层断代。

对此， 她建议把村情志编修纳入各级地方
志工作部门职能范围，试点推进，由省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以地级以上市为单位，
所辖每个县区选取1-2个村庄开展村情志编修
试点，试点成功后可分阶段、分步骤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 同时，面对全省仅2万条行政村、14
多万条自然村，未来可通过信息化来推进编修
工作。

省人大代表、广州尚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锦英：

加快推动村情志编修工作
提升乡村资源利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