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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张雅雯通讯
员 朱娜芬）居住密度大、基础

设施薄弱、垃圾数量多且成分

复杂……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总

是面临着诸多“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在翔安区环境卫生中

心指导下，翔安区金海街道形

成了完善的“无桶化”垃圾分类

工作思路；而作为金海街道垃

圾分类的示范社区，澳头社区

已在相关工作上取得初步的成

效，打造了垃圾分类“澳头模

式”。

记者了解到，澳头社区由

澳头、上苏两个自然村组成，总

户数516户，人口有近1300

人。在垃圾分类试点基础上，

金海街道对澳头社区的垃圾分

类模式进行完善提升，凝练出

一套符合社区实际的垃圾分类

“无桶化”上门收集模式，让小

村庄里也有了垃圾分类的“大

时尚”。

“以前垃圾不分类、垃圾桶

随意摆放，夏天垃圾发酵导致

臭气熏天、污水外溢，严重影响

村容村貌和居民生活。”据介

绍，澳头社区将原有的3条垃圾

收运线路进行优化，提高收集

效率，平均每名作业人员收集

85户；并将上门收集时间调整

为 5:30- 8:00、17:30- 20:

00。为解决收集工作后还有

垃圾落地、垃圾桶摆放在家门

口等问题，在其他时间段，澳头

社区增加巡回保洁频次，确保

“无桶化”上门收集成效。

澳头社区现有海鲜馆13

家，不少市民朋友喜欢到澳头

吃海鲜大餐。为了防止餐饮企

业随意倾倒餐厨垃圾污染环境

卫生，社区推动餐饮企业签订

餐厨垃圾转运协议，由餐饮企

业自行采购小型桶装车，将餐

厨垃圾送至接驳点位，再由翔

安建发城建集中转运至末端进

行无害化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澳头社区

还组建了一支垃圾分类专项行

动小组，整合了街道、社区、执

法中队及管护单位等四方力

量，以此来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走深走实。

“无桶化”上门收集
小村庄引领“大时尚”
翔安区澳头社区打造垃圾分类“澳头模式”

晨报记者陈起鸿通讯员孙仁义

商渔船如何在航道上安全有

序通行；掌握哪些技巧能快速扑

灭火情……昨日上午，厦门市渔

业安全暨消防安全培训会举行，

通过深入浅出的宣讲、图文并茂

地展示，为在场商渔船长带来了

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宣讲课。

本次培训旨在保障渔业生产

安全和消防安全，提高渔业安全

管理人员监管水平和安全意识，

增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主体意

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夯实全

市渔业安全生产基础，预防和减

少渔业事故发生，促进全市渔业

安全生产工作有序运行。

课程内容精彩丰富
一份份印刷精美的宣传材料

摆在桌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安

全生产的要点；仔细翻阅，各类应

知应会的安全知识便映入眼帘

……授课伊始，生动课程的内容，

就得到现场人员频频点赞。

近年来，因商渔船碰撞导致

的各类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此

如何有效防范，成为渔业安全生

产的重中之重。市渔港渔船管理

处特地邀请厦门海事局专家苏长

亮前来宣讲，穿插各类真实案例，

针对商渔船不同特点，给出了针

对性的建议。

苏长亮表示，商船平常航行

时应适当远离岸边，尽量避开渔

区，若是接近渔船密集区应减速

航行；渔船也应该尽可能地避开

商船习惯航路，主动做好与商船

的沟通联系，切勿“抢船头”航行。

除了防范商渔船碰撞，如何

科学消防也是本次培训的重点。

弯腰俯身、握紧喷头，对准火

根左右扫射……厦门海洋职业技

术学院专家陈国良“披挂上阵”，

为现场人员演示灭火器正确用

法。陈国良还带来多个消防常见

器械，并事无巨细地逐个做了

介绍。

“今天的课程内容很实用，非

常贴合海上航行作业实际情况。”

有着20多年海上作业经验的参

训人员林庆山表示，本次宣讲不

单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把器材带

到现场，手把手地传授使用注意

事项和技巧，非常实用。

培训覆盖本市渔民
2022年，市渔港渔船管理处

利用伏季休渔，牵头举行6期渔

业专业技能培训，服务419名渔

民、船员。这些培训不仅“专业对

口”，邀请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资深专家前来授课，还把课堂搬

到渔民“家门口”，免去渔民来回

奔走的辛苦，最大程度便利渔民，

既提升了渔民的上课积极性，还

能因地制宜地开展培训课程。

接下来，市渔港渔船管理处

将聚焦渔民群众切身需求，进一

步提升培训课程的“含金量”，持

续扩大培训覆盖范围，力争使厦

门渔民都能接受到相应的培训服

务，实现培训常态化，切实提升厦

门市渔业安全生产整体水平。

晨报记者黄晶晶

手检人员平均每20秒就要

弯一次腰；工作人员盯着花花绿

绿的电脑屏幕，不能放过一个小

细节……春运期间，火车站安检

员更加忙碌了，他们深感责任重

大，不敢有分毫的疏忽。厦门北

站安检队长刘丽英是他们中的

一分子，但她跟一般的队员不一

样，还要承担协调、统筹等职能，

肩上的担子更重。

1月15日凌晨5点，刘丽英

准时到岗。早上6点，见客流激

增，刘丽英使用对讲机下达指

令，开启10台安检仪。“确保客运

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安检员，

所以我们就是车站第一道‘闸

门’。”刘丽英告诉记者，安检员

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把具有危险

性的物品排查出来，保证旅客出

行安全。“像刀具、酒精、超额充

电宝等都不能带进站，因为它们

一旦上了火车，就可能对旅客安

全产生威胁。”刘丽英说，每排除

一个隐患，她就很有成就感。

刘丽英向记者介绍，厦门北

站春运期间日均客流量在4万人

次左右，这段时间安检员每人每

天要重复手检上万次，从早到

晚，有时还要视客流加班。“有些

刚工作的安检员，吃饭时手都抬

不起来了。”刘丽英说。

作为安检队长，刘丽英每天

不仅要处理查出来的违禁物品，

还要负责人员排班、督促安检质

量、调整安检设备、处理突发事

件等工作，她调侃自己“就是个

打杂的”。有些旅客返乡时尽可

能带上所需物品，其中不乏菜

刀、锤头等违禁物品；被安检员

提醒后，部分旅客会情绪激动，

刘丽英便会耐心告知其可在安

检处登记，联系站外朋友将物品

取回，或选择适当方式运输。

“这份工作让我每天都能和

不同旅客交流，见识到不一样的

东西。”刘丽英2014年成为安检

员后，便特别喜欢自己的制服，

觉得“特别帅”。因为这份工作，

她将家搬到厦门北站附近，没上

班时也会过来看看。“过来看一

眼，心里会踏实些。”刘丽英说。

谈及春节是否返乡看望父

母，刘丽英忍不住红了眼眶。因

为工作的特殊性，她已多年没有

回家过年，看望70多岁的父母

了。但她随后便笑着说道，她是

“累并快乐着”。“我会想办法回

家，也会一直干下去，等到干不

动了再回去。”刘丽英说。

集中“充电” 商渔船长收获满满
厦门市渔港渔船管理处举行渔业安全暨消防安全培训会

培训现场渔民认真听讲。记者唐光峰摄

厦门北站安检队长刘丽英讲述火车站安检员的春运故事：

“我们就是车站第一道‘闸门’”

刘丽英处理旅客的违禁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