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垃圾
围城”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之痛，由此带
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有专家
表示，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利用是解决垃
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早在 2010 年，北京市就试点推行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并 一 直 持 续 推 进 。 截 至
2014 年底，北京市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
区达 3390 个，占全市物业管理居住小区
约 70%。分类达标考核侧重硬件配备和
人员操作规范。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
到底如何呢？《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在北京
市通州区几个小区进行了走访。

分类垃圾箱成摆设

分类知识普及不到位、固有
的生活习惯难以改变、拾荒人翻
捡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垃圾
分类难以推行的原因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新通国际花园小
区的小田，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时，都会随
手把家里的垃圾带下楼扔掉。这个垃圾
袋里有矿泉水瓶、各种果皮以及各类厨余
垃圾等。

记者观察发现，虽然该小区每个单元
楼前都摆放着 3 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分
别标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
他垃圾”，但大多数居民在投放垃圾时根
本没有分类。随机查看了小区内的几个
垃圾桶，记者发现，装着各种垃圾的黑色
塑料袋被随意丢弃在 3 个垃圾桶中，分类
垃圾桶的功能形同虚设。

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刚开始实行垃
圾分类的时候，业主们的积极性还是蛮高
的，时间一长，就又回到从前了。“家里要
准备三四个垃圾桶，还要时时记住哪个对
应哪种垃圾，太麻烦了。”采访中，也有不
少居民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可回收”与

“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别，扔垃圾时只能
“凭感觉”。

在记者对通州区其他几个小区居民
的走访中，居民对垃圾不进行分类投放的
原因很一致：不清楚垃圾到底如何分类。
只有少数居民反映，自己居住的小区根本
没有分类垃圾桶。

有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之所以开头
难，难就难在打破居民现有生活习惯，“我
们可以从幼儿园开始进行教育引导，不断
推动，终会形成全民共识。”

记者注意到，拾荒也对垃圾分类造成
了不小的影响。在时尚街区小区，每天都
有拾荒者来翻捡垃圾桶中的饮料瓶和纸
板等。这些人为了能找到“有价值的宝
贝”，不惜把一个个垃圾袋打开翻找，把原
来分好类的垃圾也搞乱了。

垃圾清运“一锅粥”

即使居民将垃圾分好类，清
运环节的杂乱无章仍会影响居
民的积极性

“即使分了类也没用。”多位负责垃圾
清运的师傅说，小区内垃圾桶的垃圾要转
运到附近的垃圾站。运输时，他们会把垃
圾袋一股脑地装车，根本不会分类，最多
把饮料瓶或纸板挑出。问其原因时，他们
表示，运垃圾的三轮车内部并无隔断，只
能混运。

在采访中不少小区居民也反映，“不
能总拿居民分类观念不强说事儿，在清
运垃圾环节，原本分类的垃圾又被堆到
一起。垃圾清运环节也要分类处理。”

新通国际花园小区居委会负责人坦
言，混运对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是很
大的打击。有一次我们在社区进行垃圾
分类的宣讲，一个老大爷反驳说，“我们
把垃圾分类了，你们运的时候一锅粥，
没用啊。”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约束垃
圾回收企业必须分类运输，所以企业觉得

“垃圾分类分不出来也无妨”。
记者了解到，根据 2012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
确定要逐步建立起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不过，目前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费用
都由各区县承担，经济压力并没有传导到
企业和居民身上，对垃圾减量和分类的作
用微乎其微。

分类应全环节配套

生活垃圾要实现全面的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还
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 何 解 决 生 活 垃 圾“ 混 装 混 运 ”难
题？在日前北京市政协召开的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提案集中办理协商座谈会上，北
京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李如刚表示，北京

市将继续完善垃圾分类系统，将垃圾分为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以及报纸、易拉罐等
可回收垃圾，并分类装运。

李如刚介绍说，目前东城区已试点厨
余垃圾交付换积分，调动居民分出湿垃圾
的积极性；西城区探索出了园林垃圾、果
蔬垃圾就地处理的模式。但总体来说，全
市的垃圾分类还存在很多问题，仍处在

“成长期”。
有政协委员建议，生活垃圾处理不

仅仅需要单纯的分类，还要对厨余垃圾
的处理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政府应将
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广，不能只顾前
端分类，不管后续运输环节。从国外成
功经验看，完善的设施应当由政府主导
推广，最终实现全过程、全环节的配套。

业内人士表示，生活垃圾要实现全
面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政府部门需要将工
作做到最细，从各个层面广泛宣传垃圾
分类的意义和知识，让大家处处感受到
垃圾分类的氛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宋国君看
来，国家应该修订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将垃圾源头强制分类纳入法
律，并在法规中明确分类对象、分类与
投放方法、奖励与惩罚措施等内容，用
法律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保障垃圾分类的
有效实施。

北京市 2010 年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目前达标试点小区约占七成——

垃 圾 分 类 离 我 们 有 多 远
本报记者 郑 彬

在 6 月 25 日世界海员日前夕，《经济
日报》 记者跟随中远“西班牙号”集装
箱货轮出海，亲身感受了海员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

登上“西班牙号”，除了对我国的造船
技术深感钦佩外，记者最大的感觉是干
净。船政委于宏说，这主要得益于船上严
格实施的“垃圾分类”。“西班牙号”上的每
一名海员都会接受垃圾分类的相关教育，
这也是记者上船后了解的第一项内容。

“海员们的生活垃圾都必须回船”，于
宏介绍说，他们的垃圾分类处理是严格按
照国际标准做的，一切塑料垃圾禁止入

海，必须岸上回收，生活垃圾和食品垃圾
在距离最近陆地 12 海里处可处理入海。
其中放置食品垃圾的桶，还必须多一个过
滤污水的铁桶，必须将食品垃圾的污水滤
去，这样存放食品垃圾才能保持干净卫
生，防止病疫，保护海员身体健康。

“在船上实行垃圾分类已经 20 多年
了。”老船长吴文彬告诉记者，由于船舱空
间有限，“西班牙号”将垃圾主要分为两大
类：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一些塑料制
品在生活区内设立了专门的回收箱。

在餐厅吃饭时，一名年轻海员的细微
动作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名海员先把

牛奶盒上的塑料胶条和塑料吸管单独放
进塑料回收桶里，然后再把空牛奶盒放进
可回收垃圾桶里。

这名“80后”海员名叫李康，主要负责
按照大副或值班驾驶员指示联系机舱灌
注、移注、排出压载水或排出货舱污水工
作。“在船上工作已经几年时间，耳濡目
染，已经能自觉地将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到相应的垃圾箱内。不只是我如此，其
他的海员兄弟也是一样。”李康说。

“垃圾分类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其实是重大的卫生检疫问题，稍有闪
失公司将承受经济损失。”于宏说，现在各

国对货轮的卫生检查越来越严格。“他们
可不是走走形式，那真是‘鸡蛋里头挑骨
头’。有一次我们的船刚靠岸，一名美国
卫生署的官员就登船检查，他在厨余垃圾
桶里来回翻找，不放过一点儿蛛丝马迹。”

和海员们聊天，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船
上的生活。当海员 10 多年的“水头”卢峰
说，多年前，他家里就设置了多个垃圾
桶。起初家里人不习惯，现在他们小区里
也有了垃圾分类桶，家里人也就释然了，
并且他还成了推广垃圾分类处理的小区
志愿者。

文/本报记者 郑 彬

“西班牙号”货轮：

塑 料 制 品 单 独 回 收

左 图 在 北 京 新 通 国 际 花

园，小区内的垃圾被混装运输。

下图 中远“西班牙号”的水

手们在整洁干净的甲板上工作。

本报记者 郑 彬摄

2015年7月1日 星期三 13

执行主编 鲍晓倩

责任编辑 杜 铭 刘 蓉

美 编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lzk@163.com

国家海洋局日前发布的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2015)》 称，目前我国 80%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处于

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此前，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

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严

重，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面积为 14.4 万平

方公里，呈富营养化状态海域面积约 6.5 万平方

公里。

海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它

不仅是全球气候“调节器”，还为人类提供各类水

产资源，承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际货物运输。曾经

的海洋牧场变身海洋垃圾场，国内一些海域面临无

鱼可捕的危险境地。

长期以来，在我国许多近海海域，过分开采、

非法捕捞、破坏性的捕捞方式、海洋污染，特别是

从陆地排放到海洋中的污染物以及外来物种的入

侵，使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遭受严

重破坏。此外，大量的填海造地，把许多自然滩

涂要么变成养殖场，要么变成化工园区，大量生物

丧失了栖身之所，鸟类无处觅食，贝类无淤泥可潜

藏，海洋生态链遭破坏。

海洋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

而，人类活动使海洋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对

于沿海地区来说，独特的地域优势使得他们最早地

尝到改革开放和发展海洋经济的甜头，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火车头”。与此同时，其环境污染和破

坏也较为严重。

要想改善海域污染状况，需要从根本上来治

理，堵住污染源头。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将

海洋环境监管工作切实摆上重要位置；另一方面，

有关企业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对于污水、废物的

处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执行，减轻对海洋环境的

污染。

海洋环境既不属于一小部分人，也不属于某一

个时代。当人们在享受到海洋环境带来的益处时，

应该感恩和珍惜，而不能无限透支子孙后代的福

利。以海洋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终

究有一天会让沿海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

代价太过沉重！

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将海洋环境污染危害

程度降到最低，才是海洋环境保护的应有之义。

别把海洋

当成“排污场”
吴学安

盛夏时节，秦皇岛货运码头繁忙依
旧 ， 两 列 满 载 煤 粉 的 铁 路 货 车 缓 缓 驶
入装卸车间，每 3 节车厢一组，被巨大
的 钢 卡 固 定 ， 就 地 180 度 旋 转 。 40 秒
内，3 货厢总计 240 吨煤粉哗啦一下倾
泻 而 出 ！ 但 令 人 惊 讶 的 是 ， 烟 尘 腾 起
的 景 象 并 未 出 现 。 记 者 看 到 车 厢 倾 斜
约 60 度、煤粉开始下滑时，轨道两侧
突 然 喷 出 两 排 白 色 的 水 雾 ， 煤 粉 立 刻
被 水 雾 笼 罩 ， 没 有 烟 尘 和 异 味 。 这 种
在 货 车 卸 载 时 成 功 压 制 住 粉 尘 的 白 色
水雾，源自“微米干雾抑尘技术”。为
3 节 车 厢 煤 粉 降 尘 需 要 多 少 水 ？ 答 案
是：3 公升。

秦皇岛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运输港，
以前，在煤炭运输、卸载、转运、装仓
过程中腾起的烟尘，“贡献”了大量的

PM2.5 和 PM10。 如 今 ， 干 雾 抑 尘 装 置 从
源头解决了问题。

“PM2.5 微粒非常细小，普通水颗粒
无法接触到。我们采用音爆的方式，把
水分子瞬间打碎成直径 1 至 10 微米大小
的颗粒，使之易与粉尘微粒结合。”首
创思泰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
洪利说，“PM2.5 又小又轻，我们就把它
变 成 ‘ 小 胖 子 ’ 掉 下 来 。” 熟 悉 雾 霾

“脾性”的人都知道，抑制大气中飘浮
的颗粒物，远不是有水就行。国内外研
究已证明，PM2.5 颗粒在封闭环境下沉降
1 米需要 2 小时，水滴颗粒远大于 PM10

和 PM2.5， 无 法 与 粉 尘 结 合 ， 不 能 直 接
带动粉尘沉降。只有当水雾颗粒与尘埃
颗 粒 大 小 相 近 时 ， 才 能 产 生 最 大 的 吸
附、过滤、凝结机率。

首创思泰意达的干雾抑尘装置正是
利用这个原理，让水雾颗粒迅速包裹可
吸入粉尘颗粒，加大粉尘质量，促其瞬
间坠落。目前，这项由首创思泰意达自
主创新、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微米干
雾 抑 尘 技 术 ” 及 装 备 ， 广 泛 应 用 于 港
口、煤场、露天堆料场、电厂、化工厂
等开放环境和物料粉碎、筛分、输送、
装卸等封闭及半封闭场所，实现污染粉
尘的源头治理，综合抑尘效果达到 95%
以上，并开始走出国门。

早 在 2006 年 ， 首 创 思 泰 意 达 就 开
始研究如何减少无组织粉尘排放。干雾
抑尘装置是其主打产品之一，已成为国
内封闭及半封闭场所无组织粉尘污染治
理标准技术。他们还针对矿山井下环境
研发了井下采掘面干雾抑尘系统，解决

了困扰采掘行业的难题。
首创思泰意达研发的“风雨交加彩

虹 系 列 ” 车 载 射 雾 器 ， 则 是 敞 开 空 间
PM2.5 的克星。这种一体式车载射雾器填
补了大型矿山、物料转运、存储等敞开
环境扬尘治理的空白，提高了环保行业
自动化水平和产品质量。目前，60 米、
80 米、100 米及 120 米多种射程规格的
车 载 射 雾 器 已 经 面 世 ， 应 用 于 矿 山 开
采、码头堆场抑尘、工地拆迁、消防杀
菌、农林喷洒等领域。

如今，拥有微米级干雾抑尘装置、
远程射雾器、挡风抑尘网等多种具有国
际先进技术水平环保产品的首创思泰意
达，已经成为国内无组织粉尘治理领域
的龙头企业。石洪利始终坚信：“抑尘
产业大有可为！”

首创思泰意达：

对 扬 尘 说 不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浮床草”净化河水见成效

6 月 28 日，山东省枣庄市市民在栽有“浮床草”

的永安河两岸垂钓。作为淮河流域重点水污染防治

市，枣庄市近年来尝试通过“浮床草”治理污染。在

城区河道上架起浮床，以无土栽培法种上水生植物，

让这些“浮床草”吸取水体有害物质，释放有益分泌

物，加快有机污染物分解，从而使河道水质得到优

化。 孙中喆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