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居民小区垃圾分类的带头人

今年是新一轮
文明城市创建的承
上启下之年，垃圾分
类是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的重要内
容之一。

我市大力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在全
市居民小区已基本
具备垃圾分类投放
条件的基础上，提标
打造 200 个以上五
星小区。在这个过
程中，涌现出一批冲
锋在垃圾分类一线
的党员干部、志愿者
等先进典型，他们成
为居民小区垃圾分
类的带头人。

100%，是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垃圾分类
的普及率；98%，是西田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准确
率。这两个数字，凝聚着李若雷和社区两委的付出
和汗水，更是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自觉践行垃圾分类

的最好证明。
作为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负责人，在工作开展

初期，李若雷遇到很多困难，面对居民的不理解，
他苦口婆心地讲解、解释，耐心地向居民宣传垃圾
分类的好处；在设立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初期，李
若雷用脚步丈量社区，合理规划，在社区内设置4
处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点，并在投放点设各种
指示牌，入户走访做宣传，将垃圾分类的理念植入
到居民心中，得到了居民的认同。

“西田社区现有居民 353户，1213人，党员 59
名，2007年实施旧村改造，2008年全部回迁，共建
设居民楼28栋。2020年5月22日，西田社区召开
了‘讲文明、讲卫生美环境’垃圾分类宣传会和工

作推进会，专题部署楼层撤桶工作，要求物业因地
制宜制定工作方案，分步骤按计划逐步实施撤桶
全覆盖。今年6月22日起，对小区内所有现有垃
圾桶取消分散投放。”回忆起当时垃圾分类的相关
推进工作，李若雷如数家珍。

在李若雷看来，垃圾分类的关键就是每个居
民养成良好习惯。人们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来
认识、了解，这就看工作人员的耐心和坚持。

为做好“带头人”，在“撤桶并点”当天，李若雷
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在早晨5点上岗了。此后的
两个多月里，他雷打不动，带领垃圾分类分拣员，
身着统一服装，手持垃圾分类钳，认真查看居民投
放垃圾的分类情况，对投放有误的居民纠正并耐

心指导。他还建立了社区垃圾分类微信群，每天
发一些相关知识，经常与社区居民互动。在社区
演出活动中，李若雷带领工作人员编排的垃圾分
类小品得到居民阵阵掌声。

现在，西田社区的常住居民已经养成了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对于小区内的租房人员，李若雷
也想出了新办法：在租房者办理小区门禁卡的时
候，物业都会发一本垃圾分类知识手册，房东也会
自觉承担起责任，告诉租户垃圾分类的方法并进
行监督。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唯一的诀窍就是用心用
情用力做，把工作做到居民心坎上！”李若雷说。

贾 臻

胶州市胶北街道灏景苑小区物业经理李刚：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干”

城阳区城阳街道西田社区两委成员李若雷：

“用心用力用情，把垃圾分类做到居民心坎上”

胶州市胶北街道灏景苑小区共有 222 户居
民，7栋楼座。在实施垃圾分类以前，每个楼座旁
边都设有垃圾箱，居民下楼后，随手就可以丢掉垃
圾，十分方便。因此，作为垃圾分类的第一步，“撤
桶并点”起初也遇到了阻力。为做通居民工作，灏

景苑小区物业经理李刚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
门动员，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以及正确分法，最终

“撤桶并点”工作获得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小区里
的垃圾投放点由7个减为2个。

完成“撤桶并点”后，李刚遇到了新的难题。
有的居民习惯了出门就丢垃圾，因此即使在垃圾
桶撤走后，他们还是继续往原地扔垃圾。为此，李
刚带着物业工作人员“分兵驻守”，碰到扔垃圾的
居民，就上前劝说，或者把居民乱丢的垃圾收集到
投放点，时间一长，乱扔垃圾的居民也认识到分类
投放的好处，开始自觉按照规定投放。

“撤桶并点”，只是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第一
步，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

在刚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李刚和物业
工作人员每天站在垃圾桶边上，见到居民就上前
解释如何将垃圾正确分类，但小区的垃圾分类效

果一直不是很好。慢慢地，李刚也琢磨出了门道：
要改变一个人多年的生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居民要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是需要一
段时间来慢慢适应的。为此，他改变工作方法，将
物业工作人员分成两组，利用早晚时间入户宣传
的同时，动手为居民分拣垃圾桶里的垃圾，并听取
他们的意见，不断总结经验。

在加大入户宣传分类力度的同时，小区关于
垃圾分类的宣传也不断加强。宣传橱窗、展板和
LED显示屏，甚至是楼道里随处可见垃圾分类的
标语及科普知识。李刚还加入了小区垃圾分类志
愿宣讲组，把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相关的理论知
识，转化成居民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用唠家常的方
法介绍给居民，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接受垃圾分
类的新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居民自
愿地参与到垃圾分类的队伍中来。

为了更好地指导小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李
刚和同事们每天早上6点半前准时到达小区投放
点，365 天风雨无阻。一副手套、一把钳子、一件
红马甲，他和同事们便开始了一天的监督引导工
作。所谓的监督并不是旁观，很多时候还要自己
动手进行二次分拣。每个垃圾袋在入桶前都要全
部打开，他动作干净利落地逐一查看，并进行分
拣。一来二去，居民们也被带动起来，纷纷主动将
垃圾进行正确分类。

好的习惯需要时间来沉淀。在李刚和同事的
共同努力下，小区居民也对垃圾分类有了新的认
识，小区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不少居民成了垃圾分
类志愿者。

说起灏景苑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做得好的原
因，李刚一言概之：“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没有捷径
可走，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干。”

■李刚在检查居民垃圾分类的准确率。

■李若雷在为居民分发垃圾分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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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胶州湾健康状况稳中有升
胶州湾作为青岛的“母亲湾”，承载、见证了青

岛这座海洋城市的高速发展，也受到自然变化和
人类活动的多重影响，发生过一系列生态问题。

“我们能够看到胶州湾发生的生态灾害，但往
往对灾害背后的原因难以觉察。因此需要对胶州
湾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解析其生态系统变化背后
的驱动因子，建立预警机制及防控措施，为胶州湾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胶州湾站站长孙晓霞说。

胶州湾站是我国温带海域唯一集监测、研究
与示范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隶属于中科院海洋所。“从 1981年建站
以来，胶州湾站即不定期对胶州湾进行监测。从
2003年开始，监测频率增加到每月一次，长期观测
站位稳定在 14个，基本涵盖了胶州湾主要生态区
域。”孙晓霞介绍，得益于长时间综合观测与研究，
胶州湾是我国研究最早、最多和相对最透彻的一
个海湾。

在研究的过程中，胶州湾站的科研人员也在
不断思考：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应该用哪些
标准来衡量？2019 年，胶州湾站基于长期观测数
据资料，与澳大利亚科研团队合作，确定了胶州湾
生态系统健康的气象、水文、化学、生物等关键环
境影响因子，建立了胶州湾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
系，所撰写的《中国近海典型海域生态系统健康评
估》报告，作为中国典型案例提交联合国大会，服
务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胶州湾 2021 年“健康评估报告”，基于胶州湾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系，对胶州湾生态系统作了
最新健康评估。该报告对比分析了自上世纪90年
代特别是 2000 年以来胶州湾生态系统的各项数
据，健康评估结果认为：自 2003年起，胶州湾的生
态系统健康状况稳中有升。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胶州湾气温、水温都
在升高，降水量波动较大，可以看出近海生态系统
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挑战。”孙晓霞说。不过，自
2011年以来，胶州湾的水环境质量不断好转，富营
养化程度减轻。可以说，水体富营养化、酸化、低
氧等生态问题在胶州湾并不明显。同时，胶州湾
近 10年来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量呈上升趋势。通
过近 20年来数据对比分析，2021年胶州湾健康评
估得分为近20年来最高。

维持胶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因素
海湾是海洋中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区域，

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作为一个集城市
建设、工农业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大型海洋工程
建设于一体的典型海湾，胶州湾在承受多重压力
下，是如何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

“这首先得益于胶州湾自身良好的水体交换
能力。”孙晓霞介绍，像所有海湾一样，胶州湾一面
向海三面环陆，海湾内外海水的流通性常常受
限。不过，胶州湾面积约 37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
只有约 7米，相对而言，低水深大大提高了胶州湾
水体交换能力，从而增强了其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当然，胶州湾的生态向好，除了自身原因外，更
与青岛对胶州湾开展的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举措

高度相符。通过分析，科研人员将胶州湾近百年的
环境演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1980年以前、1980至
2000年和2000年至今，胶州湾分别经历了环境的未
受污染期——污染期——治理好转期。孙晓霞表
示，2000年以来，青岛加强对胶州湾周边工厂企业
和生活污水向湾内直接排放的监管，对海岸带实行
综合治理，后来更是提出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
的口号，实施夏季禁渔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胶州
湾生态系统状况不断改善，健康状况稳中有升。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大量滤食性贝类的存
在，也是维持胶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因素。”
海洋所研究员李新正长期研究海洋底栖生态学，
他说，双壳贝类是重要的过滤器和循环器，据推
算，胶州湾菲律宾蛤仔养殖区中的蛤仔在夏季仅
需 12天就能够将水体过滤一遍，而胶州湾的水体
自然交换至少需 80天，因此这些贝类对于促进胶
州湾水体交换意义重大。

胶州湾健康但也隐蔽着生态风险
胶州湾近年来健康状况稳中有升，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赤潮暴发、海星暴发等生态问题。如何
理解和认识胶州湾发生的一系列生态现象，是海
洋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人类利用海洋的过程，经历了如同陆地上从
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的转变。如今人们不仅仅依
赖野生捕捞为食，以海水养殖业为标志的蓝色农
业正在兴起。”胶州湾站前站长孙松介绍，蓝色农
业也会产生像陆地农业那样的“通病”，发生各种
自然灾害。2000 年之后，胶州湾内贝类养殖业逐

渐繁盛。高密度贝类养殖形成的高品质食物不可
避免地吸引了大量海星、白泥玛等肉食性动物向
养殖区迁移和大量繁殖，加之气候异常，从而形成
如陆地虫灾般的灾害。这属于正常的自然现象，
并不是生态恶化造成的结果。只要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就不会引发较大灾害。

从20世纪90年代以赤潮暴发为主，到近年来
赤潮暴发减少、几乎没有水母暴发、间或海星暴
发，胶州湾的生态灾害类型在变化。胶州湾科研
人员提醒，胶州湾近年来健康状态稳中有升，但其
生态风险仍然存在。

科研人员评估发现，相较于上世纪 90 年代，
胶州湾海域近年来水母数量增加了约 20种，总数
增加了 5 倍。孙松分析，虽然胶州湾水母增加并
没有到暴发的程度，但水母等胶质类浮游动物生物
量的升高，将与鱼类等生物进行饵料竞争，也会摄
食鱼类的卵和幼体，需要高度警惕生态系统发生结
构转变。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虽然胶州湾大型底栖生
物近年来在生物量和栖息密度上有所恢复，但主要
是个体较小的物种，像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物种小
型化一样，胶州湾大型底栖生物也出现小型化趋
势。“贝类、爬行类等底栖生物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健康起到重要作用，必须时刻监测胶州湾底栖生物
群落结构及数量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防范风
险，防止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崩溃。”孙松说。

力争打造近海治理的全球典范
为什么要对胶州湾生态系统开展长期观测

和研究？在胶州湾站的科研人员看来，胶州湾
是我国东部沿海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我国近海
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海域。对胶州湾开展系统
研究，能够“一湾看近海”，不仅了解我国近海的
环境变化、生态系统状态，而且可以将在胶州湾
的研究成果推广到其他近海生态系统上，促进
受损生态系统加快修复，实现近海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

孙晓霞介绍，为了更好地对胶州湾进行监测、
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如今，胶州湾站还建立
了胶州湾海洋环境实时监测系统，除了每月利用
科考船进行调查取样外，这些固定在海洋中的监
测系统将自动、连续、实时高频监测胶州湾的水
温、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参数。此外，胶州湾
站正在建设近海生态系统演变综合性野外受控
实验平台，以此开展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演变等研
究，进一步科学认识胶州湾生态系统演变规律，
为建立生态灾害预警预测机制和防控技术体系
奠定基础。

“与国内的海湾相比，胶州湾的生态问题并不
显著；与国际上切萨皮克湾、纳拉甘西特湾、东京
湾和布雷斯特湾等海湾相比，胶州湾也没有发生
严重的富营养化等生态状况。”孙松说，受到多重
压力下的胶州湾，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态
系统，这让国内外对于近海生态系统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看到了希望。期待全社会关注胶州湾，政
府等部门加强对胶州湾监测和研究的支持，进一
步发挥国家站作用，把胶州湾打造成维持生态系
统健康发展的全球典范。

胶州湾去年“体检”报告：近20年“健康分”最高
青岛开展的系列海洋环保举措，促进“母亲湾”生态系统状况不断改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赤潮暴发、水母暴发、海星暴发……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海洋生态问题在胶州湾接踵而至。当人们再
谈起胶州湾时，不由得怀疑这个海湾的生态系统是否正在不断恶化？

山东胶州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胶州湾站”）的科研人员长期对胶州湾
进行“体检”，并于近日发布了胶州湾2021年“健康评估报告”，揭示了胶州湾20多年来生态系统的变化，
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胶州湾俯瞰图。■胶州湾站科研人员在胶州湾开展调查。 ■胶州湾站近海生态系统演变综合性野外受控实验平台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