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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首份家庭垃圾分类投放指引——《深圳家
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正式发布并向市民发放，这被
视为深圳垃圾强制分类迈出的关键一步，标志着深圳全民
参与垃圾分类时代到来。

我国从 2000 年推广垃圾分类制度以来，各地政府做
出过各种尝试，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始终无法大范围推行，
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深圳究竟如何破局？而其经验
又能否复制呢？

□记者 袁伟华

阅读提示

关键在于提高
公众环境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 深入协商议政 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贡献力量

垃圾分类处理的首要环节，在于
做好分类。

垃圾分类这关键的一步，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 年，原
建设部公布了 8 个“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和厦
门。这些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
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垃圾分类遭遇“滑铁卢”的原因
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居
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
知识掌握程度低，对垃圾分类抱有抵
触态度等。

据调查，当前居民的分拣意识不
足，垃圾分类主要靠垃圾分类指导员
进行二次分拣。原本承担指导和监督
角色的分类指导员，无形中变成了垃

圾分拣者，长此以往，其他居民“搭
便车”的心理也会越来越严重，垃圾
分类制度容易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

今年 3 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
部发布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要求全国 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深圳是其中之一。

6 月 3 日，《深圳家庭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 正
式发布。《指引》 用图例和简洁的文
字，对住宅区 （城中村） 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容器标准化配置、家庭生活
垃圾的分类类别和投放方法、垃圾分
类处理收运处理体系等，做了清晰说
明与描述，一目了然，利于垃圾分类
知识的传播。

只有当市民都参与进来做好垃圾
分类时，垃圾分类的全民时代才能真

正到来。
《指引》 发布后，深圳各区各街道

及时印制，并通过多渠道发放入户。
截至 6 月底，深圳市共印制 《指引》
超过 260 万份，主要通过社区、物
业、义工、NGO 组织以及专业公司等
入户发放或投放到信箱，并向居民详
细讲解 《指引》 内容，引导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发布的这份
《指引》，不仅仅向市民普及了家庭生活
垃圾的分类类别和投放方法等知识，
更对生活垃圾分类提出了硬性要求。

目前，深圳市、区城管部门正在
加速推进住宅区 （城中村） 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的规范设置，计划今年 10 月
底前全部完成，并配套完善收集、运
输和处理体系。

配套设施的快马加鞭，意味着深
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将从以往的鼓励为
主转变为全面强制。

例如，《指引》 规定，住宅区物业
服务企业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
任人，未公示垃圾分类投放时间或地
点的，处2000元罚款；未将分类投放
的生活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单位分类
收集、运输的，处5000元罚款；单位
或个人未分类投放或者未按规定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的，对个人处 50 元罚
款，对单位处1000元罚款。

同时，深圳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立下了明确的目标：至2020年，生活
垃圾分类达标单位 （小区） 覆盖率达
到 90%，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学校覆盖
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分流分类收
运处理量达到3300吨/日。

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垃圾
分类处理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
举措。2016 年 9 月，发改委和住建部
联合发布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征求
意见稿）》，将“分类回收，促进利
用”作为基本原则。

实 际 上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北
京、上海等地已经开始了垃圾分类
处理的尝试，但并没有如预想般走
上正轨。

在北京，虽然试点小区数量不断
增加，垃圾分类的硬件设备越发完
善，占垃圾总量超过一半的厨余垃圾
得到了有效处理，但总体情况仍然不
乐观。试点小区虽然设立了厨余垃
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等三类垃
圾，但由于市政环卫部门只负责回收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垃
圾桶完全处于“弃养”状态。

专家指出，当前垃圾分类制度本
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地区虽然居
民预先做好了分类，但是市政部门回
收时却依然将垃圾合并处理，“一锅
化”的后期处理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垃
圾分类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前期
的分类，造成恶性循环。

那么，深圳为何有如此底气，将
垃圾分类强制化？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这源于深圳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生
活垃圾处理体系。

在深圳的生活垃圾分类探索中，
生活垃圾大分流处理体系绝对是一大
亮点和重要突破。

为了打通资源类垃圾回收渠道和
机制，通过专业化分流处理手段最大
限 度 为 末 端 焚 烧 与 填 埋 “ 减 负 ”，
2015 年起，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生
活垃圾大分流处理体系。即从垃圾中
分流出大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
圾、绿化垃圾、果蔬垃圾、废旧织
物、年花年桔、玻金塑纸等八大类，
实施大分流处理。

比如在大件垃圾回收上，深圳各
区均已建立起大件垃圾预约回收制
度。以住宅区或社区为单位指定大
件垃圾投放点，实行定点投放、预
约 清 运 ， 各 区 确 定 运 输 处 理 企 业 ，
向社会公布投放指引、预约清运方
式 ， 末 端 处 理 以 资 源 化 利 用 为 主 。
目前，深圳全市收运处理大件垃圾
400 吨/日。

此外，深圳的垃圾处理能力也在
持续提升。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到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垃圾
分 类 的 末 端 处 理 水 平 、 能 力 和 标

准，更是一座城市垃圾治理能力的
重要体现。

数据显示，深圳目前日产生垃圾
量约 17500 吨，而到 2018 年底深圳
的 垃 圾 日 处 理 能 力 将 力 争 达 到 近
19000 吨，实现分类之后的其他垃圾
全量焚烧。

为进一步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
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深圳正采用国
际最先进技术与标准，建设与改造全
市所有垃圾处理设施。

目前，盐田垃圾焚烧厂已完成
提标改造，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全
球垃圾焚烧厂的典范。

在深圳，对于不想辛苦搬运垃圾
的市民，只要点击手机上的“回收
哥”APP，10 多分钟后，一个身穿

“回收哥”工装的小伙子就会上门，将
市民家中需要回收的物品收走。市民
通过“回收哥”APP 与银行卡捆绑，
当天所卖物品的金额就会由回收公司
转入他的银行卡。

引导市民做好垃圾分类，深圳正
在通过各种创新方式，调动全民积极
参与。

2015年，深圳市首个垃圾分类回收
平台——“回收哥”上线。“回收哥”利
用手机APP、微信和网站，打造资源聚
集、资源交易、资源收益的 O2O 电子

商务模式，主要回收废纸、废塑料、
废电池、大家电、小电器、废灯管、
破铜烂铁等7大类废弃物。

“便利的‘回收哥’APP，引导居
民养成了在家中暂时存放可回收物，
并在每周六的‘资源回收日’集中分
类投放的良好习惯，垃圾分类不再
难。”深圳市莲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彩
田村管理处环境主管张正清说。

为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
育，深圳市近年来积极创建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学校，推进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科
普教育基地，建立完善街道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点等。2017 年 12 月底前，该市
各区将结合辖区特色，分别规划建设 1

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地或者体
验馆，作为辖区中小学校定点科普场
所，宣传垃圾分类、垃圾处理、生态环保
理念等知识，并免费对外开放。

深圳市各街道还将选取工作成效
突出的社区，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点，全面总结归纳在家庭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指引入户、投放设施配备、后
续管理、收运处理、组织发动和社会
参与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形成工作
模式并推广实施。

更为重要的保障体系是，深圳市一
直在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立法。

2015 年 8 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
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 法》（简 称《办

法》）这一政府规章颁布施行。但业
内人士指出，尽管深圳市一直在积
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但总体
来看，仍处于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起步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缺乏强制力。

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
进经验，总结 《办法》 实施以来成
效的基础上，深圳市已将生活垃圾
分类纳入地方立法计划。目前，《深
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条例

（草案）》 已初步形成。这意味着不
久的将来，深圳将用法治的强制力
推动强制分类，用严格的罚则保障
强制分类的推行。

“十几岁时就知道电池不能乱丢，现在都快
四十了，我还不知道电池丢哪里。”采访时，有居
民向记者抱怨。

说起垃圾分类，相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
但在大多数地方，垃圾分类也仅仅停留在认识
阶段。

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起步早，走得慢。从
别国的经验来看，要真正推广垃圾分类，关键还
是要培养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面临过和中国一样
的环境困境。最初，日本对垃圾也采取填埋处
理，但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快便引发了大规
模的环境公害事件。随后政府改为焚烧处理，
但居民展开了全国性的邻避运动（居民因担心
建设项目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而产生的抵触
情绪和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中部的工业重镇名古
屋，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垃圾量和土地资源紧
缺之间的矛盾，计划在藤前海滩湿地建设新的
垃圾填埋场，但是这一规划在环境影响评估的
过程中引起公众强烈反对，不得不中止。

这次的事件，促使名古屋政府改变了垃圾
管理政策的思路，从废弃物的末端处理转变为

“减量化，再使用，循环”（Reduce，Reuse，Recy-
cle）的3R政策。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环境
影响评估进程，公众开始意识到制造越多的垃
圾，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垃圾处理厂要被建设
在自家门口。当人们跳出邻避情绪开始理性看
待垃圾处理的问题时，终于发现自己的意识也
是垃圾处理困境的症结之一。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吕维霞，在2014年底
针对日本高校学生及在职员工进行的垃圾分
类实证调查分析也显示，33.1%的受访者认为
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全民参与，而参与
垃圾分类回收最主要的两个动因是公民责任
（41%）和社会风气（37%）。当日本面临垃圾处
理的难题时，是公众的觉醒和参与最终推动了
问题的解决。

那么，如何能够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来？

简单配备上分类垃圾桶，或者硬性规定奖
惩措施，始终不是最佳的选择。

深圳将每个星期六确定为“资源回收日”的
做法，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

对于深圳福田彩田村居民隆旭建来说，每
周六的“资源回收日”俨然已经成了她和12岁
儿子的固定“节日”。每到这一天，他们都会把
一周来分类积攒的生活垃圾打包，送到小区“资
源回收日”的活动现场，分类投放。“价值高的可
以兑换现金，价值低的可以兑换积分、奖品。”隆
旭建说，有了激励措施，大人小孩都愿意参与到
垃圾分类这件事中来。

深圳市“资源回收日”活动从2015年6月正
式推出，至2015年底就累计开展活动5000余
场，参与人数超过12万人次，共回收各类可回
收物700多吨。而2016年“资源回收日”活动进
一步扩大，走进了2100个小区（城中村），并实
现了深圳全市639个社区的全覆盖。

整理/记者 袁伟华

相关

1 垃圾分类由鼓励变为强制

创新保障体系调动全民参与3

2 率先建立垃圾大分流处理体系

▲在深圳市盐田区广北市场旁，清洁人
员将分好类的果菜残渣扔到厨余垃圾桶中

（4月28日摄）。（本报资料片）

4 月 13 日，天天洁再生资源的员工在北京东花市北里社区将回收的物资存放
到社区内的再生资源小屋。北京东城区50个社区引进了再生资源回收手机APP

“绿猫”，通过预约回收员上门回收实现干垃圾资源化。（本报资料片）

（上接第一版） 是我们党的优秀领导
干部、人民解放军优秀将领，平山和
冀西革命根据地党的创建者之一。他
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
生，是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历史贡献

和优秀品德将永载史册、永存民心。
会议强调，王昭同志对党忠诚、实事
求是、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
德，和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共产党
员的理想、信念、精神、作风是一致
的，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当学习

和应该具有的。我们纪念王昭同志，
就是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不断把党和人民的事
业推向前进。

7 月 9 日，我省在平山县举行了
纪念王昭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上 接 第 一 版） 做 好 服 务 保 障
等，确保会议取得实效。要提高
建议案质量，在提出独到见解、

可行举措、具体政策建议上下功
夫。会后要围绕常委会议题组织
好电视议政，开好专题协商会，

扩大议政影响，凝聚广泛共识，
为推动我省经济转型发展贡献政
协力量。

（上接第一版）
“一竿子插到底”，全面从严治党

成效转化到转变作风、为民服务上。
实施增比进位考核，树立起干事创

业、奋勇争先的鲜明导向。优化办事
流程，规范服务行为，39 个省级机
关的 54 个行政服务窗口全部实现

“四零”服务承诺规范化建设。省直

机关 4800 多个党支部与重点贫困县
的 1.1 万个贫困户精准对接，5 万多
名在职党员注册为共产党员志愿者，
组建100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活跃
在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最前沿。两年
来，培树国家级文明单位 7 个、省级
文明单位91个。

（上接第一版） 共计有1115万千瓦的
外电输入河北南网，最大限度保证了
我省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省电力公司相关专家介绍，今
年以来，全省用电需求居高不下。

上 半 年 我 省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超 过
1658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5.9% 。
特别是入伏以来，在工业等基础用
电负荷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持
续的高温天气造成空调用电大幅增

长，空调用电已占到了全网负荷的
三分之一，拉动全网负荷屡创历史
新高。

省发改委、省电力公司日前向全
社会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节约用电，宣传动员企业适当压
减负荷、避峰生产，以优先保障民生
用电。

（上接第一版）
本届 旅 发 大 会 标 识（Logo）

以秦皇岛汉语拼音首个字母“Q”
和旅游汉语拼音首个字母“L”为
构架，借鉴中国书法笔意，描绘山
海相映之韵，灵动秀美、绚丽多
彩，契合“山海为体、康养为魂”
的旅游发展理念，融合了长城文
化、海洋文化、生态文化等诸多旅
游文化要素于一体，体现了承办
地秦皇岛市作为首批“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的独特魅力。

本届旅发大会吉祥物以“山

宝”的青山造型、“海儿”的水卷
长发、独特的服装造型以及浪花
等 为 修 饰 元 素 ， 体 现 了 秦 皇 岛

“上山、下海、入村”的全域旅游
发展目标，吉祥物展开的双臂展
现了秦皇岛人民热情好客、携手
前行的精神风貌。

据悉，大会期间将举办旅游
文化推介会、全域旅游工作推进
会 两 场 重 要 会 议 和 旅 游 项 目 观
摩、秦皇岛康养主题展览、海上
休闲运动展演、河北省烹饪技艺
暨名优特小吃展演4项专题活动。

为迎接第二届河北省旅游产
业 发 展 大 会 的 召 开 ， 秦 皇 岛 以

“上山、下海、入村”为三大拓展
方向，投资建设了 23 个重点旅游
项目。本届旅发大会初步拟定其
中的 15 个项目作为大会观摩项
目。同时，秦皇岛市还谋划了 26
个交通重点项目，建设了秦皇岛
京津冀游客集散中心等 3 个游客
综合服务中心和观摩线路沿线 7
个多功能休闲服务驿站。建立了
智慧旅游系统“一网三平台”，即
智慧旅游门户网，智慧旅游公共
服务平台、智慧会议服务平台、
智慧旅游公共管理平台，目前主
体已基本完成。

责任压到底 考核“软”变“硬”

河北南网全力保电力供应

大会标识和吉祥物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