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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城总动员

努力打好“垃圾分类”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施行，按此《条例》，上海将
坚持高标准，硬件设施要做到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软件管理要做到统筹
高效、运转顺畅，瞄准“回收利用率更
高、填埋比重更低”的方向不断努力，
加快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建
设，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
力达到 2 万余吨/日，湿垃圾资源化
能力达到7000吨/日的目标。

分类有法可依

自 1996 年开始，上海已开展了
多轮生活垃圾分类试点。2000 年，
上海成为国家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城市。2014 年，上海出台政府规
章《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
法》。2018年，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
清运量近2.6万吨，年均生活垃圾产
生量近950万吨。

江苏路街道北汪居委会主任朱
燕彬告诉记者，良友小区是个老小
区，沿马路的几幢楼共有15个门洞，
居民们习惯出门时将垃圾放在路边
桶里，等环卫工人收走。听说要带着
分好的垃圾在小区内指定的时间和
地点投放，有些人觉得太麻烦，表示
不能理解。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
正式施行，标志着上海生活垃圾分类
进入全面推行、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长宁区北新泾街道金平居委会
党支部书记侯伟忠告诉记者，他们是
2018年7月份开始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的。“我们先是开座谈会，商定垃圾
厢房的位置和开放时间，遇到问题时
再开协调会，去年底我们还开了总结
会，现在大家都能做到遵守时间分类
投放。”

来自菲律宾的王煊熔在长宁区
虹桥街道古北国际花园已生活 10
年，是这个国际社区的洋议事员。她
告诉记者，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和志
愿者在撤桶前一个月就开始入户做
动员工作，提前两周将撤桶公告用中
英日韩4种文字张贴出来，居民们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很高。

小区内有个宣传栏，左侧是各楼
组垃圾分类评议榜，标着前一天各楼
组垃圾未规范投放次数；右侧是公示

栏，标着前一天小区分类投放的垃圾
重量。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委会
伊犁南路工作站干事长金玮洁说：

“我们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正确率达
到 90%以上，但没有撤桶的小区分
类效果就没这么好，要依赖保洁员二
次分拣。”

责任落实到人

垃圾分类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特
别能战斗的社区基层组织和核心人
物，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方便大
家分、引导大家分”的机制，把工作落
实到责任人，落实到细微处。

良友小区是江苏路街道垃圾分
类试点小区，已经实现了95%以上的
源头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一
位志愿者拿出一张宣传纸给记者看，
上面印着北汪居民区党总支第三党
支部书记张锦华自编的“沪语小快
板”《垃圾四分类》，内容通俗易记，在
居民中散发很受欢迎。

自2015年以来党员严梅英就担
任良友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指导员，同
时也是志愿者小组组长。在她的带
动下，志愿小组已扩大到20多人，成
为社区自治骨干力量。他们每天清
晨和傍晚自觉上岗、轮流值守在垃圾
箱旁，做垃圾分类宣传劝导、检查分
拣等工作。居委会干部张小俭说：

“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居民们都说，垃圾
分类后，小区越来越干净了。“那些觉
得垃圾分类麻烦的人，早就开始自觉
分类了。”

记者在长宁区程家桥街道上航
新村采访时，已过了垃圾分类定点投
放时间，垃圾厢房的门已关。记者看
到，垃圾厢房旁边有一块垃圾分类承
诺书签名墙、一个每日资源回收利用
率公示栏、一个画着“垃圾去哪了？”
的宣传栏。最特别的是地上整齐排
列着四五十个食用油桶改制的花盆，
里面种着碧绿的生菜。

上航新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朱
雪菊打开两个小小的厨余垃圾降解
机，里面是发酵后的有机肥，朱雪菊
说，降解机是企业赞助的，有机肥可
以用来种菜。

居委会办公桌上，有十多本厚厚

的记事本——“垃圾分类每月减量
率、投放率、不准确率、破袋率统计
表”“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参与率
统计表”等。这里是上海最早的垃圾
分类试点地区之一，2017年10月就
开始垃圾分类投放。“当时只有10%
的人赞成垃圾分类，不赞成的人觉得
家里要放干湿两个垃圾桶，很不方
便。”朱雪菊告诉记者，为此，他们根
据居民意见定制了可拆卸的分类垃
圾桶，美观又实用。

“我们还增设了摄像头，实时监
督垃圾投放情况。”朱雪菊说。

朱雪菊说，居委会成立了由 80
名志愿者组成的6支队伍。实施垃圾
分类前，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宣
传、动员。分类投放开始后，志愿者每
天早晚轮流值守在垃圾厢房前。“垃
圾分类实施一个半月时，能自觉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的居民达到70%；3个
月后，提高到了90%。”朱雪菊说。

落实重在行动

上海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的上海
警备区第四干休所里住着一群年近
九旬的老干部，去年初当这里成为上
海驻军中第一家开展垃圾分类试点
时，就遇到了难处。

干休所所长陶磊告诉记者，老干
部们普遍养成了固定的生活习惯，各
家聘请的家政服务人员又一时掌握
不了垃圾分类，有人宁愿拎着垃圾袋
到大街上去找垃圾箱，也不愿进行垃
圾分类。

关键时刻，军民共建共治的工作
机制发挥了作用。程家桥街道办事
处主任游雁告诉记者，街道和干休所
配合，通过组织试点启动仪式营造氛
围；程桥一村居民区为家政人员开设
专题培训，手把手指导垃圾分类；干
休所战士、物业管理人员和共建单位
上海动物园的青年们共同担任志愿
者，值守垃圾厢房，指导居民垃圾
分类。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程桥一村
居民区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
分类投放，居民支持率从最初的
60%上升到 100%，投放准确率从
70%上升到99%。85岁的戚道伦老
人告诉记者，她每天在家就把垃圾分

好，按时拿到垃圾厢房前。“垃圾分类
利国利民，我们又力所能及，为什么
不做好呢？”

程桥一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董
佳艳说，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拉近了
干休所与周边居民小区的距离，干休
所的场地资源、教育资源逐步向社区
居民开放，街道也定期将社区各类文
化服务资源送进部队。

崇明区目前正在进行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崇明区向化镇齐南村的
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垃圾收集员
王汉兰骑着收运车，在村民张丕家门
口停下，拿起一个垃圾桶往垃圾车里
倒，口袋里的手机随即响了，原来，是
垃圾桶在为王汉兰“打卡”。

去年 5 月份起，向化镇运用“互
联网+”，上线“垃圾分类收集信息管
理手机 APP 平台”，向全镇 1.4 万多
户居民发放的干、湿垃圾桶内，均配
有定位芯片和蓝牙接收装置，垃圾
收集员进入一米范围以内，就会自
动打卡考勤，敦促垃圾收集员对点
位负责，有效避免以往垃圾收集员
两 三 天 才 上 门 收 一 次 的“ 缺 勤 ”
状况。

按照居民垃圾分类状况，王汉兰
在手机APP平台给予评价。若村民
投放不准确，她就拍下照片上传至后
台。居民垃圾分类状况将作为年度
五星级文明家庭考评依据。

收集完垃圾后，王汉兰将收运车
骑到垃圾厢房，进行垃圾二次分拣。
她取出一条带有编号的卡标，将湿垃
圾桶封盖锁住。原来，为避免垃圾桶
混用、混装等问题，向化镇对湿垃圾
桶实现“定责、定人、定桶”，对全镇
68 名收集员编号并发卡，每桶湿垃
圾都能定位到收集员，封盖后垃圾车
驾驶员和操作员无法打开，再不能把
湿垃圾当干垃圾随意运输处理。等
送到湿垃圾处置站后才能再开桶，对
分类情况检查验收和考核。

在向化镇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
收来的湿垃圾经验收后，被推入两台
机器的进料口，经过搅拌、挤压、排水
和发酵，成为有机肥料，提供给周边
农户、合作社使用。如此，实现湿垃
圾“不出镇”就地减量。值得一提的
是，垃圾处置后排放的污水、废气也
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

7月1日起，《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施行，上海各街镇社区抓

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

建设方便居民使用的洗手

池。记者在众多先行试点

的街镇社区采访，感受上

海全城总动员打一场“垃

圾分类”持久战的氛围。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了
很多年，记者也跟踪采访了很多年，
却一直困惑于生活垃圾分类见效难、
持久更难之局如何破解。此次蹲点
采访，记者欣喜地发现，上海对垃圾
分类已有了制胜之道。

今年2月19日，上海市人大公布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生活
垃圾分类地方立法级别从政府规章升
级到地方法规，效力得到提升。《条例》

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如个人混合投
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
运，最高可罚5万元。

尽管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处罚是
否能执行、分类是否能彻底心存疑
虑，但市民还是看到了上海“将生活
垃圾分类进行到底”的决心。处罚是
为了让市民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上海为此制
定了绿色账户等一系列奖励措施，引

导和鼓励市民主动、积极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

网名为“巧花鼠”的市民把生活
垃圾分类图画了出来，并发到微信朋
友圈，大家纷纷点赞。

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4名学
生在老师指导下发明了垃圾分类认知
仪。五年级学生陈子润说：“将模块放
到‘认知区’，显示屏就会提示正确的
投放方式，很受同学们欢迎，我们还去

社区教老人们如何分类呢。”
近日，上海市文明办和长宁区文

明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上海市未成年人
“小手牵大手”垃圾分类文明实践暨长
宁区暑期首场培训，以各种孩子们喜
爱的文艺形式引导未成年人边学边
干，掌握丰富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有个别市民
认为垃圾分类很不方便，但更多的市
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是大力支持的。

上海将生活垃圾分类视作一场
事关城市未来的硬仗，正在多管齐
下，不断加强社会动员，增进全民共
识，强化整个社会对生活垃圾分类的
信心和习惯，同时不断推出配套细化
的法律法规，对非法投弃、运输等行
为依法依规进行严格监管。相信上
海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打赢生活垃
圾分类这一仗。

强化分类意识 涵养生活文明
□ 沈则瑾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良友小区居民在志愿者帮助下分类投放垃圾。 本报记者 沈则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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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中成分最为复杂的
部分莫过于湿垃圾，运输途中还会
二次污染。上海在着力推动垃圾
分类末端处置技术向更高层次迭
代、跃升时，提出“尽可能做到湿垃
圾不出村、镇和区”。

上海静安区同乐坊文化创意
园区引进了一台智能餐厨废弃物
就地处理设备，每天可处理 0.5 吨
餐厨垃圾，做到了餐厨垃圾不出园
区，整个园区形成了收集、处置再
利用的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闭
环”机制。

记者在一间标着“环保空间
站”的小屋里看到了这台设备，上
海同乐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东林军告诉记者，小屋是用垃圾
房改建的，设备是上海艺迈实业有
限公司与同济大学联合研制的，
2018年9月份已经启用，目前仍在
调试中。

东林军告诉记者，这台设备
一次能“吃”下重达 150 公斤的餐
厨垃圾，5 至 6 小时后，餐厨垃圾
被分解成油和渣，垃圾减量 90％
左右，且分解物没有异味，油可以
深加工成生物柴油和洗涤添加
剂，渣可以用作绿化肥料，东林军
把这台设备称为化腐朽为神奇的

“神器”。
同乐坊是江宁路街道垃圾分

类减量化示范园区，有50多家中外
公司，10家餐饮公司。设备每天处
理 150 公斤餐厨垃圾，运营成本在
80 元左右，为电费加少量水费，远
低于之前的餐厨垃圾外运处置
费。东林军说：“我们已开始为园
区外企业提供服务，附近有餐厨垃
圾的单位都表示希望我们为其进
行垃圾处理。”

崇明区陈家镇裕鸿佳苑安通
东路北村是一处大型回迁安置社
区，现有居民518户。去年9月份，
这里建起了崇明区唯一一处设在
居民区内的湿垃圾末端处理设备
有机物循环利用中心，实现了湿垃
圾资源化处理“不过夜、不出社
区”。

陈家镇党委副书记陆建军说：
“在餐厨垃圾处置过程中，湿垃圾
的处置更为复杂。我们把垃圾厢
房改建成美观的处理站，让附近的
居民开窗不再闻到异味。”他打开

处理站大门，里面是一个贴满田野
风光图片的湿垃圾末端处置设备，
每天收集来的湿垃圾从上部投料
口投入，开始强力粉碎、压榨脱水、
高温烘干、生物发酵等一系列工
艺，尾料再经生态处理，最终转化
成有机肥。

湿垃圾处置设备试运行后，居
民们看到湿垃圾被转化成有机肥，
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性更高了，参
与率达到98%以上。

陆建军说，湿垃圾处置设备日
处理能力为 0.5 吨，一个三口之家
每天会产生约 0.5 公斤至 0.7 公斤
的湿垃圾，整个小区早晚各收集处
理一次，每天共300多公斤，实现了
湿垃圾日产日清，循环利用。

“我们测算了湿垃圾设备运行
费用，包括人力成本和设备维护，
每天每户平均为 0.98 元。”陆建军
说，保洁员把湿垃圾拉进处理站，
不用二次分拣直接投进设备，5至7
天后有机肥就发酵制成了。

最难处理的是湿垃圾设备运
行产生的废水废气。陆建军告诉
记者，压榨脱水环节产生的污水以
及高温烘干环节产生的冷凝水通
过收集后经生化处理，达到城市污
水排放标准后才排入城市污水管
道。发酵环节产生的废气在通过
设备顶部环保过滤装置预处理后，
排送至喷淋洗涤塔净化，再进入活
性炭装置进一步净化，最终在花草
间排出。

陆建军说：“经过在全市各处
调研，我们对处理站的构造进行了
全新设计，对废水、废气、污泥排放
都提高了标准。目前，我们正在和
区域内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
济人文学院、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
管理中心及3家大型集贸市场沟通
协商，计划建设湿垃圾就近处置
场，并因地制宜在更多大型社区和
村庄推行湿垃圾末端处置设备。
此外，还将开展湿垃圾更精细化分
类处置研究，如有针对性地处理餐
厨垃圾和农业垃圾，分餐前和餐后
分别投放湿垃圾等。”

2017 年以来，崇明区按照“一
镇一站”标准，建成运行了 52 座村
级湿垃圾处理点、21座镇级湿垃圾
集中处理站，实现了湿垃圾就地就
近消纳和资源化利用。

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器”

本报记者 沈则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