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聂书雪 视觉编辑：刘欣瑜

上海垃圾分类步入“强制时代”，北京拟立法来
明确个人分类责任，成都和广州相继出台相关政
策⋯⋯国家确定的先行先试重点城市纷纷展开探
索。在先行试点的城市中，我省石家庄和邯郸也位列
其中。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但如何才能确保“一分到
底”？

这需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看似围
着垃圾转，实质是居民思想认同、形成自觉的过程。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
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显示，受访者对“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最为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
度差异最大。可见民众认知是有的，缺乏的是激发
每个人行动的力量。

上海的做法告诉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既需要
必要的推行措施，同时还需要结合居民生活习惯以
及垃圾生成特点，制定科学、专业、具有可操作性的
实施细则。上海根据不同居住区的特点，采用了“一
区一策”的推广方式，在确保垃圾分类落实到位的
同时，尽可能地保障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加之从街道
到社区，各级管理者扑下身子、走家串户、主动答疑
解惑，提供服务和帮助。多方促动之下，获得市民认
同并积极参与其中。

这还需要政府为垃圾分类设置好一条完善的垃
圾处理路线图。

如果居民在花费了精力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后
发现，垃圾的处理最终还是进入了“粗糙处

理模式”，那么这不仅会打击大众的
积极性，还会大大降低相关部

门的公信力。此前很多地方
推行垃圾分类或无疾而

终或流于形式，就是因
为没有真正打通垃
圾分类的后续环
节。因此，建立一
个常态化的运作
机制，做好垃圾
分类的前期、中
期和后期之间的
衔接工作就很有
必要。

做好垃圾分
类，还需要一个健

全完善的运行机制
和产业支撑。

比如，各个监管环
节是否到位？社会力量能

否顺畅参与？垃圾处理产业及
关联产业是否能有良好成长？解决

上述问题，既需要政府把监管措施完善落实，也需要为
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如今，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加
速推进，干湿分离垃圾桶卖断货、网络预约上门收废品
走红、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集中开建⋯⋯“新时尚”带
来的产业“新蓝海”悄然而至，由此催生的新产品、新职
业和新投资也在出现。多方力量促动下，垃圾处理行业
有望迎来新格局。

可以看到，垃圾分类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和环境质量，也在促动提升城市管理，培育着新的产业。
但要实现垃圾“一分到底”，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多代人的
努力，需要理念、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无论怎
样改变，一切都是为了人们更美好生活。

文/见习记者 赵泽众 李枫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它
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
城市之一，上海以如此大的决心和力度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持续引发国内外热议。

而且，国内诸多城市也相继公布了各自垃圾分类相

关举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走
入市民家庭。

垃圾分类一直是城市管理中一大难题。上海是如何
推进这项工作的？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借鉴和启示？记
者为此聚焦上海，对其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梳理和解析。

垃圾分类，上海带来哪些启示

阅读提示

记 者 观 察

他山之石

□见习记者 赵泽众 李 枫

垃圾分类难，难在第一关——居民是
否愿意按要求去“分”。

在上海，关于垃圾分类“铺天盖地”的
宣传，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了。

上海虹桥机场，LED屏不间断地播放
垃圾分类广告；市区内，出租车车尾广告
介绍餐厨垃圾粉碎机；大街小巷的垃圾
桶，早已被贴上垃圾分类的标志⋯⋯

中国东方航空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乘
客们可在随机赠阅的《文汇报》上看到有
关上海垃圾分类的大篇幅报道。为什么飞
机上也有垃圾分类的宣传呢？因为 7 月 1
日实施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明
确规定了在上海的游客也要遵循垃圾分
类投放的要求。

上海为垃圾分类进行的宣传动员，怎
么做到耳目所及，无处不在？

街道在行动。据了解，在条例施行前，
上海各街道对辖区内的住户、商业楼宇、
沿街商铺挨家挨户宣传。在长宁区虹桥街
道古北国际花园，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和
志愿者在撤垃圾桶前一个月就开始入户
做动员工作，提前两周用中英日韩 4 种文
字张贴撤桶公告。

社会广泛参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有
一支生态环境博士宣讲团，专门负责环境
保护培训。高校教授也现身说法，向师生
们深入浅出地讲解生活垃圾分类与管理
技术。

媒体网站都一起上。上海市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官网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查询渠
道；在上海本地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中，
微信对话框回复“分类”，即可查询上海垃
圾分类信息。在短视频平台，“疯传”着各
种教你如何识别干垃圾和湿垃圾的短视
频；在微博，垃圾分类知识示意图频频登
上热搜；在社交平台，各大公众号纷纷发

表文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到位了，在投放环节，又该如何

保证实施呢？
上海采取的办法是——实时监督，奖

励正确投放垃圾行为，激励居民更主动地
进行垃圾分类。

上海市崇明堡镇虹宝社区，1500 多
位居民原本对 29 组垃圾桶十分依赖。实

施定时定点投放后，居民必须到指定的 3
个集中投放点扔垃圾。而社区内原有的志
愿者则全部投入到监督行列中去，来一
个帮一个，来一个盯一个，不厌其烦地劝
导，效果十分显著。

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公寓生活区，
学生们在“智能分类回收垃圾桶”投进饮
料瓶，可获得环保金，并通过手机 App
实时返现。

在松江区洞泾镇海欣城新世纪家园，
物业在小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积分制。小
区居民通过垃圾分类可以在绿色账户中
获得积分，该积分可兑换各种生活用品和
服务，包括物业费、停车费抵用券等。

垃圾分类进入强制阶段，必须按要
求分类投放，否则将面临处罚。

上海市对未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
投放，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 200 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罚款。

日前，上海黄浦区绿化市容局和
区城管执法局曾对餐饮单位聚集区域
的 52 家餐饮单位开展检查，重点检查
餐厨垃圾的处置。最终，对问题单位立
案查处 43 起，开具责令整改单 59 张
和谈话通知单43张。

“你是什么垃圾？”这句话不再是
一句骂人的话，而成了上海人见面时
的寒暄之语。从被垃圾分类“逼疯”，
到市民主动积极参与，上海垃圾分类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下迈出第
一步。

垃圾在经过分类投放后，会不会在
清运过程中又“万物归一”呢？在后续的
垃圾处理环节中，责任单位是否能杜绝
混装混运现象？

自从垃圾分类成为热门话题后，许
多市民都在这些问题上存有一定的疑
虑。对此，上海通过探索多样化的方法，
切实保证垃圾分类运输顺利完成。

上海规定，不同的垃圾要有不同的
处理方式，每类垃圾也都有各自对应的
运输专车。目前，上海垃圾分类收运体系
基本形成，全市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
982 辆、干垃圾车 3155 辆、有害垃圾车
49辆及可回收物回收车32辆。

保证垃圾能够分类清运，首先就
要保障运输车在收入垃圾时就是合规
的。除了出台相关处罚规定，上海还依
照条例规定，设置了“不分类、不收运、
不处置”机制，即收运、处置单位对不

符合分类标准的生活垃圾可以拒绝接
收。

在这项“三不”机制中，监督垃圾分
类是否合格的“判定人”由收集、运输单
位作业人员担任。明显混有其他类别生
活垃圾，或混有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
疗垃圾的，该类别分类垃圾即被判定为
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基于对现实情况
的考量，判定人并不是发现一次不合格
就拒绝收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
任人现场改正到位的，垃圾将被允许予
以清运。

上海某垃圾清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
示，在日常工作过程中，执法部门会针对
垃圾混装混运问题进行突击检查，因此
公司对清运人员的工作也有着严格的要
求。比如，在收运垃圾时，垃圾清运人员
需要检查小区和单位的垃圾纯度，如果
一桶干垃圾里发现超过 3 件“异类物

品”，垃圾生产单位的责任人就必须当场
进行分拣改正。如果混合投放的情况严
重，就果断不收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同的区域，上
海的相关责任方在垃圾清运工作方面还
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处理办法。

云中居民区聚集着上百家餐饮店，
每天午市和晚市一过，此处的几条小街
就会响起音乐声。听到这音乐声，餐饮店
的工作人员就会将餐厨垃圾赶快整理
好，送到店门口，因为他们知道：回收餐
厨垃圾的运输车马上就到了。原来，该街
道出资购买了回收垃圾的专业车，这音
乐声就是车辆所播放的“提示音”。回收
垃圾的运输车会在一天内两次在街面上
巡回，回收餐厨垃圾，以保证垃圾能够被
及时清运。

据了解，除了上海，为杜绝收运环
节出现问题，其他城市也采取了各自办

法。在杭州市市区，垃圾清运车装备着
一些特殊的“武器”：这些车辆的垃圾
提 升 架 区 域 配 备 了 摄 像 头 和 称 重 设
备。在垃圾清运过程中，垃圾驾驶室、
城市垃圾智慧管理中心以及杭州市容
环卫监管单位，都可以实时接收到垃
圾处理的动态影像、重量测定数据，车
辆还能同步传输 GPS 定位信息。有了
这个智能系统，执法部门就能够随时
监测垃圾的分类清运工作，同时也可
以在判定垃圾混装混运的责任方
时提取出一些清晰准确的参
考证据。

如何避免分好类的垃圾殊途同归？
如何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只有末端有
效处置，才能让分好类的垃圾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

对有害垃圾，让有资质的单位做无
害化处理。

上海市长宁区的有害生活垃圾实
行预约收集，分类分拣、存贮和无害化
处置。当有害垃圾积累到一定数量后，
最终根据危险废物类别交给有相应危
废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
置，确保处置无害化。

对湿垃圾，进入湿垃圾资源处置中
心，将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回收再利用。

“湿垃圾可以发电！”这是在上海市
黎明有机质固废处理厂参观的学生们
发出的感慨。正是因为垃圾分类可以分
出高品质的湿垃圾，黎明厂的发电效率

也在不断提升。截至今年5月，黎明厂已
累计用湿垃圾产沼 1260 万立方米，累
计发电约2500万度，全部供应电网。

对干垃圾，则可以焚烧亦可以填
埋，处置过程中仍可以进行资源的综合
利用。

上海老港废物处理园区设有垃圾
焚烧厂与垃圾填埋场，承担了上海大部
分市区的干垃圾处理。这里每天可以焚
烧处理 3000 吨垃圾。6 月 28 日，上海生
活垃圾末端处置基地——老港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其二期工程宣布正式启
用，并配置 8 条 750 吨/日的机械炉排炉
焚烧线，设置 3 台 50 兆瓦凝汽式汽轮发
电机组，全部马力开足后，日均处理垃
圾量可达 6000 吨。垃圾焚烧过程中产
生的渗沥液、烟气会进一步处理，水蒸
气将推动发电机发电，最后的焚烧残渣

会综合利用，大部分会做成道路砖。
“成于土、归于土”，随着城市绿化

面积的增加，绿化废弃物的处置也可
通过绿化废弃物资源的再利用，以改
善土壤。

上海园林绿化废弃物利用已初步
形成堆肥还田、地表覆盖、制作生物质
燃料等资源化处置利用途径。处理技术
上，主要采用粉碎、沤堆加工成绿化介
质，约占处置加工利用的60%。

垃圾分类处理催生了新兴产业，这
其中包括快速发展的垃圾焚烧产业、湿
垃圾处置产业，以及更多新成立的利用
高科技处理有机垃圾的公司。

上海祖峰生物科技公司以餐厨垃
圾降解处理、费油的资源化利用、餐厨
有机物的资源化利用、土壤环境的改
善、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的封闭式全产业

链，减少有机垃圾的
焚烧和填埋，将垃圾
变废为宝。

为做好垃圾的终端
处理，上海市还加大了项
目建设力度。

6月15日，上海市首座全品
类再生资源集散中心正式建成投
运。该中心每天可处置70吨再生资源，
将对嘉定区全品类可回收物“兜底”回
收处理，包括干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中
的废玻璃、废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纺
织等。

对垃圾处理终端环节，上海市提
出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加
快建设完善和提升垃圾末端处置设
施，加快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要坚持规划引领，结合上海超大
城市实际，加强整体统筹谋划，探索
创新处置方式，真正治好垃圾、变废
为宝。

如何确保
“一分到底”

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宇泰景苑”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墙（6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在上海虹口区
嘉兴路街道“宇泰景
苑”小区，保洁工对
居民分类投放的生
活垃圾进行分拣

（6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7 月 5 日，在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码头，龙门吊吊装由城市转运中心运送来的集
装箱，集装箱内装有已经过分类和压缩处理的
生活垃圾。 新华社记者 吴 蓉摄

怎么运 增配专业垃圾车，不合标准可拒收

咋处理 分类处理，综合利用

怎么分 大力宣传，奖惩并行

（上接第一版）从蔬菜种植、田间管理，再到蔬
菜的销售，我全程参与，全力投入，不敢懈怠，
生怕做不好，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

好多人都跟我说，你一个处级干部，天天
泡在大棚里干活，没有这个必要。我不这么
想，老百姓能干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干？

当然，我也有我的考虑，作为我本人来
说，搞扶贫产业是个外行，需要学习的太多，
只有你亲身去参与了，才能够学到东西，才能
把这个事情管好，做好。第二个考虑是比较
现实的，搞蔬菜大棚，起步阶段非常难，能省
一分钱是一分钱，我算了算，我一个劳力一年
下来就能省两三万块钱，再兼带工的，一年下
来又能省五六万，这加起来就将近10万块了，
这就是一大块。

记者：每年最忙的时候都集中在几月
份？您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孙国亮：4 月份大棚就开始铺粪，购买物

料，到 11 月份销完最后一批菜，再清了棚，这
前前后后一年得有 8 个多月是最忙最累的时
候。一般，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晚上十
一 二 点 才 能 休 息 ，忙 起 来 吃 饭 喝 水 都 顾
不上。

我刚来四十亩滩村的时候，体重有180多
斤，来了大概也就一年多的时候，就瘦到了现
在的130多斤，瘦了有50斤。大家都笑我，从
壮汉变成了一个小老头。我回石家庄碰到小
区的邻居，差点认不出我来，有的还以为我得
了啥病了。我老岳父那年从电视上新闻里看
到我在大棚里干活又黑又瘦的，老人为此还
掉了泪⋯⋯

即便这样，我也从没有觉得自己苦，觉
得自己累。当看到大棚卖出第一车菜，当第
一次给贫困户分红，给大家发薪金、土地流
转金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付出再多也是值
得的。

这不，今年又增加了 30 个大棚，加起来
一共 60 多个大棚了。新种的西红柿苗死了
不少，我让工人们再补种点架豆，拉点水浇一
浇⋯⋯

“这一趟扶贫绝不能白来，一定要
让四十亩滩村变个样。”

记者：我知道，您来四十亩滩村驻村扶
贫，搞蔬菜产业，遇到许多困难，是什么力量
支撑着您走到今天的？

孙国亮：要说这个，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第 一 眼 见 到 四 十 亩 滩 村 的 情 景 对 我 的
触动。

我虽也生在农村，但多年在城市生活，本
以为老家沧州的农村已经算很落后了，但四
十亩滩村的情况还是超出我的想象。村里几
乎都是土坯房，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也就相当
于我老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样子。

也就从那一刻起，我便暗暗发誓，这一趟
扶贫绝不能白来，一定要让四十亩滩村变个
样。正是这样的一个扶贫工作的初心，成为
我后来的扶贫工作中最大的动力，即使遇到
再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

记者：扶贫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
什么？

孙国亮：要说最难的就是资金的问题，没
有钱什么也干不成。

2016 年 5 月，刚一着手搞蔬菜大棚，立马
就遇到了资金问题。扶贫资金得大棚建成验
收后才能到位，前期全部需要垫资。

村集体没有一点积蓄，钱从哪儿来？
既 然 要 干 ，就 要 干 成 ，没 有 退 路 。 我

开始四处借钱。亲戚、朋友、驻村的队友，
最后连家里给儿子攒的 6 万元生活费也拿
了 出 来 ，前 前 后 后 一 共 垫 进 去 将 近 40
万块。

身边的熟人好心跟我说，垫这么多钱进
去，收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收不回来就当我
给扶贫作贡献了。

前两年由于没有经验，大棚都处于亏损
状态。但到了年底，我就是垫钱也一分不
差地给所有打工的村民结了工钱，给所有
贫困户分了红，给所有流转土地的村民发
了流转金⋯⋯再难也不能失去老百姓对我
的信任。

今年已经是我驻村扶贫的第四个年头
了 ，蔬 菜 大 棚 产 业 在 逐 年 盈 利 ，养 鸡 场 也
搞得小有成就，四十亩滩村在去年就已经
脱贫摘帽，村里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
化⋯⋯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党的初心就是为他们谋
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