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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根据省分行营业
部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部署要求，经省分行营
业部主题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
同意， 绿园支行党支部利用一天
时间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议
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认
真贯彻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从绿
园支行的长远发展出发， 从解决
绿园支行现实矛盾和问题入手，
在调结构、求发展、促合规、防风
险、强队伍上下功夫，推动绿园支
行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于婧

农发行绿园支行党支部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

“生活垃圾搞分类，村里兑换有机肥，
垃圾不再满天飞，乡村如今也很美”。 这
是山东邹城老百姓熟悉的一首打油诗。
近日， 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
第四检查组赴山东省邹城市进行实地检
查发现， 当地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试点， 作为实现农村生活垃
圾长效持续治理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

记者随检查组来到香城镇北齐村看
到，秀美的小村庄民居古朴、街道整洁、
绿化带整齐有序。 村里的垃圾分类管理
办公室、垃圾分类废旧物品回收站、垃圾
分类收集亭让人颇感新鲜。 村民家门口
摆放着两个垃圾桶，上面写着“可堆肥垃
圾”和“不可堆肥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在我们村已开展三

年了，现在每家每户都已养成习惯。什么
垃圾该放哪个桶里，大家都知道。 ”北齐
村村民说。 村民说， 以前家里的垃圾
全部倒进大桶里，每到夏天常有恶臭。 如
今，家里的垃圾分开装。每天早上，村里的
垃圾分拣员将各家各户的垃圾袋回收到
管理站。分拣员对每户人家分类情况进行
评定打分。村民凭借积分可到垃圾分类管
理室兑换洗衣粉、洗洁精等生活用品。

按“户分类、村收集、镇处理”的模
式，菜叶、果皮等在香城镇垃圾分类资源
化利用站，经过高温生物发酵，变成有机
肥。这些肥料既可以对外销售，也可以成
为村民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的奖品。

碳渣、灰土、建筑垃圾等进入填埋场
填埋处置；金属、玻璃、塑料等可回收垃

圾经村废旧物品回收站回收后， 进入邹
城市资源回收再利用渠道； 有毒有害垃
圾经单独收集后， 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
处置。

在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中心的生活
垃圾分类智慧监管云平台上， 记者随检
查组了解到， 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站上
有60个摄像头、30台智能电子秤、30只
智能远程监控电表，300辆垃圾分类运输
车都安装了GPS定位装置， 对资源化利
用站运行情况、 资源化利用设备运行情
况、收集的垃圾数量、有机肥产生量及分
拣员的日常工作轨迹进行实时监控，实
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智能化、
规范化、实时化、高效化，使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能及早发现、及时解决。云平台产

生的数据， 已成为邹城考核各镇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一项重
要依据。

“目前，邹城已在13个镇规划建设了
30座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站， 日处
理农村可堆肥垃圾约15吨， 年均消减农
村生活垃圾量约5000吨， 转化成有机肥
约1000吨； 垃圾分类设施实现了镇域全
覆盖，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0%。 ”邹城市
市容环境维护中心主任步德行说。

第四检查组认为， 邹城市农村开展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
保障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行， 垃圾分类就
地利用效益显现， 为农村垃圾分类处置
做出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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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肥乡区屯庄营乡后营村， 道路
干净，房屋错落有致，村东的小公园里还
有秋千等游乐、健身器材。 57 岁的村民
王凤银说，看到这个小公园，心里敞亮多
了。

这个小公园以前是个村民乱倒垃圾
的坑塘，一到夏天苍蝇乱飞、臭气熏天。
2017 年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把村里
的垃圾坑塘全部清理干净， 有的蓄上水
打造成景点，有的打造成小公园，有的进
行了绿化。

后营村坑塘治理带来的变化， 是肥
乡区农村坑塘整治工作成果的一个缩
影。肥乡区委副书记郑建民说，针对农村
坑塘环境极易反弹的问题， 肥乡区对全

区坑塘逐一编号、制作“身份证”、建立档
案，明确了责任人。 有的村发动村干部、
坑边农户、五保低保户监管坑塘，有的村
在坑塘点安装摄像头，各村采取“人防 +
技防” 的措施加强监管， 如发现乱倒垃
圾，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当事人。

农村坑塘是多年来村民集中倾倒垃
圾的场所，雨季一到，大雨冲积造成的环
境污染非常严重， 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绕不开、 躲不过且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难
点问题。 2017 年以来，肥乡区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首场硬仗来
打，垃圾治理是首要任务。

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常志军说，
当地根据各垃圾坑塘清理工作量， 限时

各乡镇、村清理整治到位。 各乡镇动用铲
车、钩机等大型机械突击清理，将垃圾坑
彻底整治到位。区人居办跟踪督办，对限
期全面完成坑塘清理任务的乡镇进行奖
励， 对限时完不成任务的村进行组织处
理。同时，肥乡区对具备条件的坑塘蓄水
打造园林景观，培育了南赵亲水平台、田
寨桥仙湖、 风湖湿地等一批乡村旅游好
去处。对有些坑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成小公园、小果园，对其他坑塘则全部
进行高标准绿化，使全区 1180 个垃圾坑
塘旧貌换新颜，大大改善了农村环境，有
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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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变肥料 分类兑奖品
———山东邹城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见闻

河北邯郸市肥乡区：

坑塘带上“身份证” 治理村庄老大难
以前是蓄污水、丢垃圾的坑塘，如今变身生态公园；以前村民避之唯恐不及，如今成休憩的好去处……隆冬时节，记者跟随国务院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第五检查组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检查了解到，当地对全区 1180 个坑塘逐一编号，制作“身份证”，利用废弃坑
塘原有地貌，通过实施水系连通、微地形处理、艺术景观植入等措施，因地制宜、分类施治。

仍有阻挠吗？ 流程顺畅否？ 还需注意啥？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实施后，多地办理实况调查

�12 月 1 日起，工信部《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规定实施后，消费者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携号转网办理体验能否实现“丝般顺滑”？ 有办理
意愿的消费者还有何顾虑？ 新华社记者就此前往多地体验查访。

未见强行阻挠办理 服务细节仍可提升
在规定的九类禁止性行为中，“无正

当理由拒绝、阻止、拖延向用户提供携号
转网服务”“用户提出携号转网申请后，
干扰用户自由选择”曾犯过消费者众怒。
记者体验发现， 目前工作人员除做礼貌
性推荐、挽留外，未见有前述情况。

在上海电信营业厅， 记者向工作人
员咨询， 手机号绑定三张副卡及家庭宽
带后，是否能携号转网。工作人员为记者
做了详细解答，同时劝说记者，选择这样
处理“不划算”，并推荐了最新套餐。当记
者表示因信号不好坚持选择转网后，工
作人员未再挽留。

记者在上海走访了多家运营商营业
厅， 多名办理携号转网业务的用户告诉记
者， 工作人员均仅在询问转网原因后表达
挽留之意，未强行阻拦或拖延消费者办理。

重庆移动客服明确表示支持记者携
号转网的需求， 并告知了具体办理流程

和方法。 客服还提醒记者转网后号码积
分将会作废， 建议记者将积分兑换成流
量进行使用。

在得知记者因资费过高选择转网
后，重庆电信客服表示，会进一步提高服
务水平。 在向重庆联通客服表示信号不
好是记者的转网原因后， 该客服记录了
记者所说的相应区域， 并表示会联系工
作人员完善该地区信号覆盖。

记者走访北京、上海、重庆、安徽等
地发现， 大部分通讯营业厅均在显著位
置公示了携号转网办理流程， 一些营业
厅更为用户设置了办理专区。 但仍有部
分营业厅没有任何相关业务流程公示和
标识， 导致一些不擅长使用网络自主办
理的用户办理不畅。

此外， 由于各大运营商仅有部分营
业厅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相关业务， 导致
一些地方用户排队时间过长。

听“半截话”、跑“冤枉路”、遭“隐性捆绑” 部分地方办理体验欠佳
在上海走访时，记者遇到了 63 岁的

陆大爷， 他独自一人在中国移动营业厅
办理携号转网业务。

�陆大爷告诉记者，此前相关工作人
员对他表示， 因他号码中有套餐合约尚
未到期，可能无法为他办理携号转网，推
荐他去更大的营业厅咨询具体情况。 第
二天， 陆大爷前往另一家移动营业厅办

理套餐合约取消业务，工作人员又称，取
消合约需下月生效， 他需要在 12 月 1
日再来一次营业厅， 且该工作人员未明
确告知具体办理方法。

1 日， 陆大爷第三次前往移动营业
厅且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后得知， 相关
业务其实仅需发送一条短信申请携号转
网授权码即可完成， 大可不必再次前往

转出方营业厅。 但由于此前工作人员均
未对他说清办理流程， 导致陆大爷跑了
多趟营业厅、排队数小时才办完业务。

�记者在体验安徽联通携号转网时发
现， 人工客服仅告知需要前往营业厅办
理合约解除业务，去哪家营业厅办理、地
址何处等关键信息均未明确告知。

记者按照联通手机营业厅 APP 中的
地址，前往合肥数家联通营业厅，却发现
有些已停业或地址不正确， 有些不办理
携号转网业务。 一家联通营业厅负责人
告诉记者，“没有接到统一通知， 不知道
怎么办理携转业务”。

服务管理规定明确限制运营商以营
销活动限制用户携号转网。 但记者发现，

当前有携号转网意愿的消费者的主要顾
虑来自于近期受运营推销影响办理的
优惠套餐。不少人告诉记者，这些“优惠”
业务的推销人员往往并未及时完整地告
知其中包含的限制性条件，如在网期限、
合同期限等， 这让消费者直到前往办理
携号转网业务时才知道自己被“自愿捆
绑”了。

安徽联通用户丁先生今年 10月接到
客服电话称，有“预存 100 元话费得 150
元活动”。 直到丁先生近日前往尝试携号
转网时才发现，这次充值为自己绑定了近
一年的合约，影响转网业务办理效率。 另
外仍有些地方业务清算费用不菲，也让有
转网意愿的用户选择“暂缓一步”。

专家：携号转网只是“哨声” 主赛道在 5G 商用
多名专家向记者表示， 打通携号转

网“堵点”不仅直接惠民，也有利于从制
度上解决电信运营商“万年合约”、解约
太难等痼疾，激励运营商实现创新驱动、
服务竞争，为即将到来的 5G 商用领域竞
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认为， 当前携
号转网业务运行总体良好， 但对用户进
行“优惠捆绑”、“靓号”合约混乱等问题
仍然存在，应尽快推动规范解决。 相信未
来合约内容会更规范、 解约条件也将更
加合理。

赛立信通信研究部研究员谢志斐表
示，携号转网实施后，运营商可借助“携

出授权码”制度，根据大数据分析与用户
画像，以不同的产品组合、优惠梯度和权
益梯度进行个性化用户维系。

通讯行业专家赵宇认为， 携转政策
落地将成为 5G商用的揭幕战，运营商应
多面提升服务水平。

一是以网络质量为基础， 提高用户
的网络体验；二是 5G 应用服务将决定商
业模式成败。 5G时代运营商获客主战场
已不是每月浮动十几元的套餐资费，定
制化、差异化的应用服务升级才是关键；
三是必须提高服务质量， 运营商需要及
时反馈用户的投诉和建议， 同时帮助用
户解决问题。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