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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绿色低碳生活的多种首府绿色低碳生活的多种
●本报记者 云艳芳 梁婧姝 孙岳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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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民健康观念和健身意识不断提升，健康生活方
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逐渐被摒弃，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在我市逐渐成为新风尚。

“李姐，收拾好了吗？出发不？”“咱们十分钟后楼下集
合。”住在兴泰御都的王阿姨每天8时要和楼上的李阿姨约
着去满都海公园跳舞。王阿姨告诉记者：“我现在每天上
午去公园跳舞已经成了习惯，感觉一天不去打卡就浑身不
自在。”

近年来，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下，晨练不仅成为首府市
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也成为市民亲近和享受美丽家园的另
一种方式。早上 8时的满都海公园热闹非凡，随处可见运
动者的身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跑步的……大家在收
获健康、享受快乐的同时，运动也成了城市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周末走进小草公园，鲜花竞放、绿草茵茵、小径蜿蜒，
居民们在石凳上闲坐话家常，老人们使用器材锻炼身体，
孩子们在一旁嬉戏打闹……

小草公园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是目前首府城区核
心地带最大的城市功能性疏林草地公园。公园围绕数字
赋能、智慧生活，为市民提供了AI互动大屏，屏幕内置多种
运动教程，如太极、舞蹈、武术等等，可以通过用户需求自
行选择互动方式现场教学。同时，园区内还有智慧健身步
道系统，市民经过注册登录，可在北入口处沿着跑道进行
小跑，系统自动抓取、记录沿线运动距离、时长、消耗卡路
里，记录个人运动信息并进行反馈。

家住附近的王鑫是智慧健身步道的忠实粉丝，几乎每
天都会到公园打卡：“我过去喜欢在健身房锻炼，现在我更
喜欢来公园，健身场地设施齐全，还有花草树木，跑步时呼
吸着新鲜空气欣赏着自然风景，还能通过智能系统对自己
的跑步速度进行监测，在大自然中运动更过瘾。”

“本来想过两天去复诊一下，没想到下楼遛弯时在家
门口碰到了义诊的医生，这看病也太方便了。”近日，家住
新城区航苑小区的李大爷赶上了市第一医院在小区开展

“健康地摊引领健康生活”义诊活动，“让医生说说平时生
活中还需要注意点啥我就放心了。”

“我们医院已将‘健康地摊’义诊活动常态化、规范
化。希望通过专家义诊、健康知识宣教等形式，能更好地

‘零距离、接地气、高质量’服务群众。不仅要把群众欢迎
的专家教授送到地摊，还想要通过地摊让群众更多地了解
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形成自己的健康生活理念。”市第
一医院康复科医师亢文生说。

“妈妈，今天去超市我拿这个帆布包好不好，不使用塑
料袋更环保哦。”家住滨海商业广场附近的李乐带女儿逛
超市时被要求使用环保购物袋。李乐骄傲地告诉记者：

“我女儿上了一年级了，学校经常组织一些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主题班会，小家伙很热衷，而且会监督我们家
长。小小的帆布袋，不仅可以装物品，而且承载着孩子对
环境的呵护、对绿色的渴望。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小事，
让‘绿色、低碳、环保’理念在孩子心里扎根。”

“要在潜移默化中让健康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回
民区中山西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赵艳华介绍，街道
很注重日常宣传，通过开展文艺演出、广场宣传、道德讲堂
等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绿色环保、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
理念。

“健康地摊”义诊活动、绿色环保主题班会、健康宣传
进社区……近年来，我市为加深群众对文明健康绿色生活
理念的理解，增强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健康巡讲、义
诊咨询、媒体宣传、入户宣讲、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向大
家讲解绿色环保、健康生活知识，倡导广大群众树立低碳
生活理念，普遍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提供“小份菜”“一人食”，减少餐饮浪费，新能源汽车、
节能家电销售火爆，“二手经济”盘活家中闲置物品……在

“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在首府，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拥抱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绿色健康消费正融入百姓生活。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是践行“绿色健康消费”的入门
操作。记者探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在点餐时遵循简约
适度的原则，许多餐饮企业顺势推出了“半份菜”“半份
饭”。

比如，一道东北炖菜，饭店就推出了大份、中份、小份
三种不同规格，供顾客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这个小份菜挺
好的，我们就两个人，点多了也吃不完。”和朋友一起就餐
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小份菜，既可以多尝点不同
的菜品，也不用担心吃不完会浪费。

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发现，很多餐馆都有小份菜供选
择，小碗菜、一人食火锅等也颇受消费者欢迎。

火爆的消费市场，让消费品的“新旧交替”过程不断加
快，居民家庭里的闲置商品越来越多。“双碳”背景下，蓬勃
兴起的“二手经济”，正在盘活“闲置资源”，把“浪费”变成

“再消费”。
市民冯女士是新手妈妈，最近孩子用的小推车、小

床都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她自己也卖出过闲置的摇篮
椅、服饰等。“有些东西买回来基本没用过，放家里占地
方，扔掉又可惜，所以就在二手平台上卖了。把闲置物
品循环利用，也算是为‘双碳’目标作点小贡献。”冯女士
笑言。

如今，人们越来越推崇环保、低碳、健康、安全的消费
理念，绿色健康消费正融入百姓生活。

近年来，随着首府群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地铁、公交车、骑自
行车或是步行出行，绿色低碳出行在首府蔚然成
风。

绿色出行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我市多渠道
筹集资金，不断加大绿色出行财政投入力度。

建成区路网不断完善。我市加大城市路网
建设力度，更加注重道路级配的完善，合理规划
道路尺度，降低街区尺度、增强街区活力。截至
2022年，建成区道路总长度 1159.79公里，主次干
道基本均按照相关设计规范配置了盲道等无障
碍设施。

我市注重倡导“交通+慢行”为主体的交通模
式，相关部门施划共享自行车停靠点、规划设置
相对独立的自行车道，增加了自行车通行空间。
在慢行道路基础上建设健身路径 138条、37条舒
缓路径，与自行车道平行区隔，避免了“自行车
道人行道混乱混用”现象，打造以人为本的行人
空间。市园林部门积极实施口袋公园建设行动，
选择 500—5000平方米规模的绿地，依托地理建
筑特点和绿化环境，建设、美化慢行道路，引导
市民绿色出行。

出行无障碍化水平明显提升。在呼和浩特
地铁 1、2号线，每个站点都设有无障碍阶梯、电
梯、无障碍卫生间及母婴室；列车设有无障碍车
厢，可与无障碍月台对应，内设轮椅停放空间、
轮椅固定装置等无障碍化设施；站台工作人员都
经过培训可熟练使用站台常备的无障碍器具帮
助使用轮椅的人士乘落地铁无障碍车厢。车厢
内备有爱心专座，优先提供老、病、残、孕及带幼
儿的乘客使用，为出行不便的人士提供出行便
利。此外，我市近年新增的公交车也全部为无障
碍公交车。车辆装备低地板、轮椅停放空间、轮
椅固定装置等无障碍化设施，以保障出行不便的
乘客能使用公交出行。

公交专用道设置稳步推进。为有效提升城
市公交效率，我市不断完善公交专用道，根据道
路情况合理界定使用时限等，保障公共交通路权
优先，使公交运营时速提升至 18公里/小时。根
据《呼和浩特市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十四五”规
划》，我市力争到 2025 年新增公交专用道 65.27
公里，中心城区形成超过 290公里道路里程“成
环成网”的公交专用道网络，主要客流走廊早晚
高峰时段公交平均运营时速达到 20公里/小时。

公交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市公交公司聚焦
提升运营效率，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减少与地铁
并行和迂回绕行的公交线路，更注重与地铁的衔
接，方便乘客实现无缝衔接换乘。80%以上的常
规线路实现了和地铁接驳摆渡，公交线路设置更
加合理。今年 5月 1日恢复 5条旅游线路和升级
改造 8条夜间公交线路，更加方便市民出行。

出行装备实现绿色转型。我市持续提升绿
色公交车辆应用，市公交公司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公交车比例为 100%。我市相应的也加大了充电
桩的建设，全市现已基本构成充电网络布局，公
共汽电车进场率为 100%。

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随着智能技术应用
更广泛，我市公交、地铁实现多种渠道无现金方
式付费，尤其是地铁一卡通已实现全国互联互
通。考虑到老年乘客的消费习惯，公交和地铁都
保留了现金支付手段。此外，市民可通过相关
App 实时获得车辆到站时间等多种信息。线下
部分，在全市多处依托“青城驿站”设置了公交
智慧候车室，通过投放电子屏让乘客在候车室内
准确了解车辆运行情况，拓宽了“青城驿站”服
务功能，给乘客提供了多维便利。

绿色出行优惠多多。目前，我市已经实现了
特殊群体优惠票价全覆盖，现役军人、残疾军
人、残疾人、伤残人民警察、盲人及陪同人员、消
防人员、离休干部、70周岁以上老年人等特殊人
员可凭相关证件到公交公司和地铁车站办理免
费乘车凭证。中小学生、环卫工人、市级 (含)以
上劳动模范凭有效证件可享单程票票价 5折优
惠。

为了鼓励市民绿色出行，今年 5月 15日至 17
日。我市地铁、公交推出为期 3天的免费乘地铁
和一分钱乘公交车活动。活动期间，吸引了众多
市民乘坐，呼和浩特地铁 1、2号线共完成客运量
71.99 万人次，日均 24 万人次；公交参与活动的
137条运营线路总客流为 207.59万人次，日均 69
万人次。

共享单车管理更加规范。我市持续加强共
享单车的源头管控，对运营企业严格把关，完成
了 5家共享单车企业的材料审核和备案管理工
作。通过对运营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用户实际
停放需求等因素的总结归纳，我市共设置了
7000 余处停车区，全面覆盖大型商圈、医院、学
校、社区等区域。

早上 9时，是赛罕区万正尚都住宅小区的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时间，身着橙色上衣的垃圾分
类督导员接过居民手中的垃圾袋，对居民已经分
类的垃圾进行进一步检查并协助分类投放。

在玉泉区鸿博花园小区的“垃圾分类”主题广
场上，设置着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展示、旧物改造再
利用设施和智能垃圾分类设备体验互动等版块，
为社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同时，以寓教于
乐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推进社区垃圾分类
全覆盖。

“压扁—剪开—清洗—晾干—回收……经过
处理后的牛奶盒是可回收垃圾。”在市第三十中，
用正确的程序处置生活垃圾并将其投放到可回收
垃圾自助投放点，已经成为了学生们的“小日
常”。

在新城区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可回收垃圾经
过再次分类打包后摆放整齐，这意味着这些垃圾
已经进入了“变废为宝”的循环进程。

近年来，我市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探索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办法，突破分类难点堵点，从源头进行
垃圾分类，绿色的生活方式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日常生活”。

目前，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 76 个大
城市考核排名第 22 名，位列同类别省会城市第一
名。

我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共出台印
发了《呼和浩特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
价标准》等 29个生活垃圾分类规范性文件，为大
力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构建了基
本完善的垃圾分类制度体系。

强化机构组织领导。我市坚持高位推进，建
立了垃圾分类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四级联动抓
垃圾分类工作的协调机制。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
中心的成立，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收运处理体系。建设厨余垃圾集
中转运场站，按照“电瓶车进小区、小型车进社
区、大型车运往处理场”的模式安排收运车辆。
截至目前，市区可回收物车辆 120余台，厨余垃
圾清运车 64台，有害垃圾清运车 8台，其他垃圾
清运车 537台。有焚烧处理厂两座，日处理能力
2250吨；填埋场一座，日处理能力 500吨；厨余垃
圾处理厂一座，日处理能力 200吨；餐厨垃圾处
理厂一座，日处理能力 300吨；垃圾分类分拣中
心一座，日处理能力 300吨，另一座在建的规划

日处理能力 150吨。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我市组织开展了全市垃

圾分类知识网上竞答活动，通过按季度对全市 92
家公共机构和各地区人员参与率的排名进行通
报，全市全力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委托
第三方为 160所学校提供可回收物自助投放宣传
运营服务。

我市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党建引领为
抓手，发挥社区四级网格体系作用，引导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从营造社会宣传氛围、入
户宣传宣讲、合并投放点到设置集中分类箱房，最
终实现垃圾分类精准投放。全市党员、公职人员

“包片入户”去推开门、见到人、讲到位，争当推行
垃圾分类工作的“示范员、宣传员、解说员、督导
员、信息收集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小区、商业
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区域参与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

通过党建引领、居民志愿服务和有偿雇佣等
方式，组建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及督导员队伍，多
途径全方位引导、监督垃圾分类投放。

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行过程中，示范效
应已成为强力推进的驱动力之一。以打造样板小
区为切入点，再以评选示范社区、优秀物业企业、
优秀公共机构为抓手，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做法，
先易后难逐步推广实施。

与此同时，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我
市制定印发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和考核细
则，建立信息化考核系统，按季度对公共机构进行
考核排名，结果在市级新闻媒体公布，严格落实考
评办法末位惩戒机制的有关规定。

严格监督考核通报。市四区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组建了垃圾分类执法队伍，市里成立了专项
检查组，引进第三方公司对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测评，按照“日检查、月通报、季奖惩”的方式考
核通报，以问题为导向，倒逼、激发了各级各部门
的工作干劲。

截至目前，市区 35 个办事处（区域服务中
心）、274个社区、2774个居民小区、98万户居民和
815个公共机构、418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开展
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有 13个农村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出台印发垃圾分类规范性文件 30个。
建成区内实现垃圾分类设施居民小区全覆盖、公
共机构全覆盖、公共场所全覆盖，经营区域覆盖率
为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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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方式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近年来，首府经常性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普及绿色餐饮、推广绿色出行、发展绿色旅游，加强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反对各种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如今在首府，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排队乘坐地铁的乘客 “反对浪费 崇尚节俭”文明餐桌宣讲活动

超市推出一人份水果

市民在公园内练习太极扇

绿色出行市民在小草公园游玩学习轮滑

督导员指导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