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3日，东侨党工委文明
办、妇工委、市城市管理局东侨
分局联合主办主题为“倡导垃
圾分类，践行低碳生活”的环东
湖健康跑活动，以进一步宣传
垃圾分类理念，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500多位跑步爱好者参
加活动。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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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周宁县狮城镇虎岗村餐厨
余垃圾处理站，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备
不停运转，进行湿垃圾加工、发酵、烘干
等工序，一旁的桌子上摆着一袋袋已经
制作好的有机肥。

“该设备目前是处理虎岗村、龙潭
村、安后村、洋尾村、洋庄村、坂头村 6 个
村的湿垃圾，6 个村每天可以收大约 50
公斤湿垃圾，50 公斤湿垃圾经过处理后
可转化为 10 公斤有机肥料，肥料可用于
追肥、种植粮食、蔬菜、花卉等。”虎岗村
党支部书记李泷介绍，各村统一为村民
配置干、湿垃圾分类桶，村保洁转运专员
每日定时定点上门统一收运湿垃圾至垃
圾处理站进行加工处理，从2月中旬开始
实施垃圾分类工作以来，6个村已经累计
产出1500公斤有机肥料。

“这些湿垃圾转化产出的有机肥料，
不仅环保还非常好用，我们自己种菜、种
花都在用，而且种植的蔬菜收成好，花开

得也艳。”虎岗村村民李其锡夸赞道。
如今，在周宁，不是只有虎岗村的

湿垃圾有了新用途，全县农村“湿垃圾”
都能实现变废为宝。2019 年，周宁县泗
桥乡坂坑村在全县率先开展厨余垃圾
制肥，走上了“厨余垃圾不出村，就地处
理变资源”的循环发展道路，为周宁县
开展农村垃圾分类树立了典型，至此，
周宁县农村垃圾分类工作逐步铺开。
目前，周宁县共配备 41 台大型湿垃圾处
理设备、24 台小型设备，建成 26 个沤肥
池，可满足全县农村“湿垃圾”处理需
求，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
源化处理。

近年来，周宁县把绿色生态作为核
心竞争力来打造，采取“县级统筹、整镇
推进、以点带面”方式，开展农村垃圾干
湿分类、厨余垃圾治肥工作，摸索出一
条符合山区实际、农民可接受、面上可
推广、长期可持续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新路子。
为巩固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周宁

县还积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党
员干部联系户制度，做好垃圾分类培
训、指导和监督等工作，并将党员干部
联系户名单、考核情况上墙，形成党建
引 领 、党 员 联 户 、村 民 参 与 的“ 网 格
化+”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同时，各村
还因地制宜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把垃
圾分类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完善垃
圾分类鼓励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

其中，坂坑村通过网格化、包干监督
等长效机制，形成的“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新模式，成效显著，吸引了省内
外人士到村学习交流。

此外，周宁县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实
现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近年来，周宁
县从监督管理、服务群众和用户两个角

度深入谋划，搭建县、乡（镇）、村智慧垃
圾治理三级综合管理系统，构建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智慧垃圾治理体系，实现一
户一码、积分商城、网格评价、随手拍、流
程溯源等融合功能，通过信息化方式实
现湿垃圾从回收、有机肥生产、积分兑
换、网格评价、全流程溯源的闭环管理，
在提升垃圾分类治理实效的同时，也提
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力推进了全
县垃圾分类治理工作。

目前，周宁县已实现村庄垃圾分类
全覆盖，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形成初
步成效。接下来，周宁县将持续补齐短
板争先进位，巩固提升已开展的农村垃
圾分类治理工作，持续做好全程分类、闭
环处理、资源利用、智能管理、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等六方位系统联动，让垃圾分
类成为乡村文明新风尚。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魏知秋 李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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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分”出乡村文明新风尚

因先天性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
她的一生注定与轮椅相伴；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闯入泳池，十几年的坚持收获了
奖牌与荣誉，人生道路也变得丰富多彩；
她乐观开朗、身残志坚，有着不轻易说放
弃的坚定信念……她就是蕉城籍残疾人
运动员宁贝金。在不久前结束的福建省
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中，她取得了一金一铜的好
成绩。

“游泳改变了我的人生。”宁贝金
说。由于先天性残疾，不能站立，宁贝
金早已习惯待在家中，不出门，更别提
游泳了。但她明白，人不能永远待在房
间，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创造。2009 年，
福建省残联赴各地选拔残疾人运动员，
得知消息后，她决定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独自离开家乡，前往漳州开启游泳
训练。正是这一决定，宁贝金开启了新

的人生赛道。
“刚开始学习游泳时，由于恐惧迟

迟不敢下泳池，第一次进泳池就喝了好
多水。”谈起初次训练的情景，她至今记
忆犹新，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才克服了
恐惧心理。宁贝金残疾程度比较严重，
学习泳姿的进度比其他队员慢，但她没
有退缩，常常在训练课之后又自己增加
练习，在泳池里一遍遍重复动作，一次次
咬牙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她通过
选拔，进入福建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
备战。

“训练很艰苦，感谢教练和队友的鼓
励让我坚持了下来。”宁贝金回忆，当时
备战训练正是秋冬时节，气温低，离开泳

池后身体冷得发抖，于是就接了一盆热
水，将双脚泡入水中。但因下半身没有
知觉，几分钟后才发现双脚烫出了好多
水泡。教练见状，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治
疗，每天悉心照顾、帮忙换药、指导恢复
训练，最终宁贝金得以康复，顺利参加比
赛。那是 2010 年，在福州举行的第六届
残疾人运动会上，没有任何比赛经验的
宁贝金收获了女子S3级自由泳金牌和女
子50米蛙泳SB2级金牌的好成绩。这次
获奖让宁贝金变得更自信，“你一旦决定
去做一件事情，就要努力、认真地去完
成。如果我在烫伤后就放弃的话，我不
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方，也不会有后面
的故事了。”宁贝金说。

抛开冠军加冕、奖牌傍身，宁贝金还
是一名残疾人联络员。2022 年 2 月，宁
贝金成为蕉城区金涵乡残疾人联络员，
主要负责残疾人证办理，为社区内的残
疾人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谈及未来，
她表示游泳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充满希
望，要努力训练，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同时，在事业上，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
的残疾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给社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

□ 见习记者 陈祎凝

宁贝金：“游泳，改变了我的人生”

自强风采录

本报讯（记者 陈容）6月9日，市文旅局、市残联、市
图书馆联合开展2023年宁德市残疾人文化周暨“书香中
国 阅读有我”主题活动，邀请视障读者走进图书馆，进一
步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

当天活动以读书分享会、参观视障阅览室等形式开
展。在图书馆培训教室，市委党校讲师林晨曦带来了《习
近平在宁德》读书分享，她从“实事求是，行动至上的务实
精神”“四下基层，真挚淳朴的为民情怀”“固本清源，严明
律己的清廉风范”等三个方面说起，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在
宁德工作期间的生动故事，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实
践和探索的足迹，引导广大读者学习传承习近平总书记
在宁德宝贵的精神财富，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随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视障读者来到视障阅览室，利
用视障阅览设备及盲文书籍体验“无障碍阅读”服务，享
受阅读乐趣。“没想到市图书馆也有这么多视障阅读设施
设备，让我们盲人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看书，充实自己的知
识储备，我觉得挺不错的。”孙志权说。

据悉，市图书馆视障阅览室共收藏各类盲文图书
575 册，并为视障人士提供电脑助视器、盲文有声读书
机、盲文刻印机、播放机等硬件设备辅助阅读，推动视障
人士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网上信息交流。

我市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暨
“书香中国 阅读有我”活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

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中考在即，为帮助同学们克
服紧张焦虑情绪，缓解考前压力，以良好的心态迎接即将
到来的中考，近日，市委文明办、市教育局在东侨中学、蕉
城区莲峰社区、宁德市第十中学连续举办多场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中考专场巡讲活动。

活动通过邀请心理健康专家为考生和家长开展心理
健康讲座，帮助学生分析造成压力的原因，引导同学们通
过了解自己、读懂自己、相信自己、放过自己等过程调整
心态，减轻考前压力，引起大家的共鸣，帮助学生以良好
的心理状态面对中考。同时，引导家长改变过度期待、攀
比、焦虑等不良心态，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正确的引
导，为孩子营造良好的考前氛围。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很大，能够正确认
识自己、了解自己，以更加自信、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中
考；到场家长表示会积极疏导子女心理压力，帮助做好考
前调试，给孩子足够的陪伴和充足的“心”力量。

轻松减压迎中考
我市举办多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巡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叶陈芬）日前，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
2022 年宁德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5.26%，比 2021 年
的 23.38%提升 1.88 个百分点，达到省卫健委提出的

“2022 年底，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原则上应较上一年
度提高不少于1个百分点”的目标。

为了解宁德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检验全市健康教
育工作成效，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宁德市卫健委于 2022
年6月开始对全市开展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本次监测范
围覆盖全市 7 个县(市)共 14 个监测点(蕉城区、古田县作
为健康素养国家级监测点，监测结果不计入本次统计），
共计调查 15 岁至 69 岁常住居民 1761 名，完成有效问卷
共1761份。从问卷内容看，各项水平与去年相比均有所
提高，其中，科学健康观素养、健康基本知识理念素养和
基本医疗素养水平提升幅度较大。

下一步，市卫健委将充分利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宁德等平
台，继续做好农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工作，总结适合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工作方式，不断拓宽健康素养传播渠道，探索提高我市
居民健康素养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媒体传播形式，
广泛开展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为目的的健康传播活动。
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提升健康素养调查业务水平，有针对
性地开展健康教育，使健康教育工作更加满足辖区居民
的要求，开创我市健康教育工作新局面。

2022 年 宁 德 市 居 民
健康素养水平为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