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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一个月来，北京市

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现，桶

站配置率、垃圾分类指导员

覆盖率、家庭厨余日分出量

不断提升。

在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

现的同时，仍存在部分社区

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

不及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

题，需进一步完善解决。北

京正大力提升全链条设施设

备能力、补齐短板、开展督

导检查。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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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建设枢纽城市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凤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一个月，厨余日分出量翻番——

北京基层治理抓住“关键小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近期，深圳、上海 、
北京的二手房市场率先转
暖，原因不同，但从中我
们可以看到这三座一线城
市的魅力不减。比如，深
圳因为强劲的创新活力，
一直吸引着大批人才，年
轻人的持续涌入自然要搅
动各种消费，住房需求始
终旺盛，给市场带来了暖
暖的人气。

人往高处走，世界城
市发展的规律亦是如此。
所以，在布局和规划城市
群、都市圈时，要尊重规
律 。 虽 然 核 心 城 市 的 扩
散、外溢是必然趋势，但
也不能太急。城市群的形
成是靠时间积累的。地区
差异也不是一天就能抹平
的。就像京津城际铁路，
也许人们当初主观上希望
它能使一部分在北京上班
的人分流到天津居住，实
际上它却便利了更多天津
人到北京工作。“新基建”
的提出，为一线城市引擎
作用的发挥赋予了新的内
涵，打开了新的空间。一
线城市的创新力和辐射力
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
延 展 。 在 一 线 城 市 带 动
下，城市之间包括通信网
络 、 新 技 术 以 及 智 能 交
通、智慧能源和重大科技科教基础设施建设将提速，区
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便利化将达到新水平，实现更高
层次的一体化。

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所在。作为
一线城市的管理者，做好人的管理和服务是根本。一线
城市的中心可以转移，但不能削弱城市功能，反而要加
强。一线城市各方面管理改善的空间还很大，老城区谢
幕了，新城区建设还远远不够理想。一线城市对人口的
吸纳还有很大潜力。说到底，一线城市在城市群中的作
用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对一线城市来说，鞋子小了，就
想办法定做一只大鞋，不必削足适履。

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过去，
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是每个人心中的高处，随着
区域发展日益均衡，石家庄、保定、廊坊、武清以及未
来的雄安都将成为吸引人才的热土。实际上，当群星变
亮的时候，北京、天津也在变得更好。北京向东拓展，
通州熠熠生辉，发展空间沿京津走廊打开，天津也在努
力找寻与北京的融合点，随着北京天津一体化发展，京
津冀这个城市群将成为巨大的引擎。

核心城市继续做大做强，对区域形成更加有力的带
动是必然趋势。二线城市虽说抢人猛于虎，但一线城市
精英荟萃、包容大气，只要目光长远，抓住“新基建”
的机遇，保持住自己的精气神，一定会风光永续。

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河
北张家口正在全力打造京北重要的生态、交
通、新能源、大数据四大枢纽，以枢纽性功能
促进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
系开发，形成高质量发展格局。

做好顶层设计

“发展现代经济就得围绕交出冬奥会筹
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立足张家口的
定位，按照新发展理念下好先手棋。打造现
代化的枢纽城市，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张家
口市委书记回建说，张家口紧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京张携手举办冬奥会等重大历史机遇，
未雨绸缪开展建设现代化枢纽城市的顶层
设计。

张家口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
编制了2016年至2030年城市发展规划，同
时就市域内生态建设、交通物流、新型能
源、数字经济等制定了发展总规和实施细
则，各大枢纽建设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有
章可循。

在谋划交通枢纽的同时，张家口还相继
谋划了生态环境中的空气净化、水源涵养、生
态输送枢纽，新型能源建设中的储存、传输、
消纳、交易枢纽，数字经济建设中的储存、总
部、应用枢纽等。顶层设计超前，规划实施有
力，张家口四大枢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交
通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空气质量华北最优，
新型能源、数字经济产业处于领先地位。

夯实发展根基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19年大气
环境监测情况，张家口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
比下降 3.8%，PM2.5年均浓度 25微克/立方
米，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16名。
3月15日，张家口第二次实行域内河道疏浚，
实施了黄河与永定河跨流域生态补水。4月
8日，又启动了域内云州水库向北京第21次
集中输水。

为首都保水源、阻风沙、送清风，成为首
都生态屏障，是张家口生态枢纽功能日趋完
善的见证。张家口市市长武卫东对记者说：

“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我们必须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强市的路
子，高标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发展绿色
经济、建设绿色城市的基础。”

近年来，张家口立足首都两区定位，加快
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净土”四大行动。仅
2018年以来，就完成造林面积786.35万亩，
占河北省任务的五分之二，全市林木绿化率
达到50%。同时，整治“散乱污”企业1292
家，退出矿山105处；淘汰老旧机动车1.74万
辆，推广新能源汽车4518辆；淘汰燃煤锅炉
1663台，新增清洁能源供暖面积335.5万平
方米。

武卫东表示，张家口正在通过压水、节
水、兴水、控水、蓄水、引水相结合，大力实施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水源地保护、污染河流
治理等专项行动，致力让更多碧水源源不断
输向北京。

配套发展增效益

3月31日，张家口市举行了2020年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共有188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1290.5亿元，涵盖战略性新兴产
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传统
产业升级等领域。这么多项目扎堆落户，与
张家口的枢纽建设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全方位建设枢纽只是手段，通过枢
纽建设带动促进优势产业开枝散叶、加快高
质量发展则是目的。”回建这样总结张家口四

大枢纽建设。
通过大数据枢纽引领，张家口数字经济

发展的风生水起。目前，已建成北京—张家
口—张北19条光纤直连通道；已签约大数据
项目22项，计划总投资约800亿元，服务器
规模逾150万台，已注册数据中心建设和运
维企业16家；京东大数据中心、腾讯华北信
息技术产业总部基地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
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张家口，一个千亿元级产
业集群呼之欲出。

通过打造新能源枢纽，张家口可再生能
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仅最近3年，获批的
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就有23个，总投资达
400亿元，形成了风电、光伏设备生产和工程
建设、运营、使用的闭合产业链。

张家口市发改委主任白晶说，张家口生
态、交通、新能源、大数据枢纽看似分属不同
的产业体系，其实联系非常紧密。生态是基
础、交通是保障、新能源是动力、大数据是神
经中枢，既自成体系，又相互支撑。以生态旅
游产业为例，借助京张携手举办冬奥会的机
遇，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交通环境的保障，
张家口旅游产业发展越来越热。2019年，全
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605.06万人次，同比
增长17%；实现旅游总收入1037.11亿元，同
比增长20.69%。

重点项目建设工地上，塔吊挥舞，焊花四溅；招商
战场上，干劲十足，捷报频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
飞转、工人忙碌……青岛平度大地上，一片火热的发展
建设场面。

作为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平度距离青岛、烟
台、潍坊主城区各100公里左右，是青岛“全域统筹、
三城联动”的咽喉之地和胶东半岛几何中心，即将迈入

“高铁时代、空港时代”，具有“会客聚集地”的天然
优势。

5月4日，在平度市与昌邑市交界处，随着铺轨
机牵引着一对钢轨稳稳落位，标志着潍莱高铁项目
平度段正线铺轨工作全部完成。5月9日，最后一对
500米长钢轨在潍坊北站精准落位，潍莱高铁实现正
线铺轨贯通，标志着山东省内“三横”快速铁路网
的“中部通道”全线贯通，为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
坚实基础。

潍莱高铁自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引出，向东经昌邑
市、平度市、莱西市，引入青荣城际铁路莱西北站，全
长125.7公里。全线工程2018年1月1日开工建设。

作为山东省高速铁路网布局中济青高铁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潍莱高铁同时兼顾平度至青岛市域（郊）铁
路功能，将结束平度不通高铁的历史，并主要承担烟
台、威海地区与潍坊及以西地区的旅客交流。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胶东半岛东部地区至内地的便捷通道，对强
化区域联系、拉动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推动区域城
市群形成、完善城市群产业合理分工和结构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平度作为潍莱高铁重要节点，到济南约55分钟，
到北京2个半小时，到潍坊17分钟，通过青荣城际进
入青岛北站仅需37分钟，成为连接青、烟、潍的交通
枢纽和青岛地区到省进京最便捷的城市。

除了高铁，航空、港口设施建设与平度交通网深
度融合，延展了会客的空间和内容辐射力。4F级胶东
国际机场通航在即，距离平度南部国际级重点小镇南
村镇仅12公里，距离平度中心城区约半个小时车程。
平度通用机场项目填补了青岛市目前无通航专用机场
的空白，将成为胶东半岛最大的通航产业聚集区。青
银、荣威、同三等5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衔接从空
港到目的地的“最后一公里”。

青岛平度基础建设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厨余日分出量翻番，桶站配置率大幅提
高，桶站值守覆盖率明显提升，其他垃圾清
运量同比下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一个月，数据即现可喜变化。垃圾
桶站怎样设置才合理？怎么保障厨余垃圾纯
净？怎样杜绝混装混运？北京正通过提升全
链条设施设备能力、补齐政策短板、开展督
导检查，“摸着石头过河”。

四指标“三升一降”

在海淀区万寿路街道翠微路25号院，
居民们已经习惯了厨余垃圾运输车每天出入

“打卡”。每天上午，保洁人员早早就把装满
厨余垃圾的“小绿”拖到小区门口，等待

“专车”来接。
中午11时，海淀环卫中心的厨余垃圾运

输车如期而至。倒车、上桶、自动倾倒一气呵
成。“我们小区比较小，人也少，平时一天也就
一桶厨余垃圾。”居民们对垃圾分类也是从质
疑到不解，到尝试，再到渐成习惯。

“大多数居民都很支持与配合，但偶尔
也有人将垃圾袋或其他垃圾掺杂在厨余垃圾
中。”海淀区城管委固废科科长苟晓光告诉
记者，厨余垃圾运到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厂
后，还要“分选”。“目前厨余垃圾的‘分出
率’和‘纯度’逐渐提升，大家的垃圾分类
意识正在增强。”

厨余垃圾一直被视为实现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重点和难点。经过一
个月的实践，北京人对厨余垃圾分类认真了
吗？海淀区的数据很有说服力：近一个月，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明显增加。全区4月份
厨余垃圾分出量日均 51.43 吨，5 月 1 日
52.83吨，5月6日破百吨，5月31日当天达
264.95吨，5月28日录得最高值293.41吨。

“要保证厨余垃圾分类质量，三个环节
缺一不可。”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李
如刚眼中，这三个环节指避免投放环节单位
和个人“混投混扔”，收集环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责任人“混堆混放”，运输环节收集
运输单位“混装混运”。一个月来，北京打
赢了垃圾分类攻坚战、长期战的第一场战
役，垃圾分类的成效逐步显现。

这一判断基于四项指标“三升一降”的事
实。首先是厨余日分出量翻番提升。5月份
以来，北京全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达
到740吨，环比增长159%，同比增长37%。
餐饮单位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1263吨，环比
增长98%。其次是桶站配置率大幅提升。从
市级检查结果看，5月初北京各区居住小区桶
站配置率普遍在60%至70%之间。近期，半
数以上区桶站配置率已经达到90%。第三是
桶站值守覆盖率明显提升。5月份以来，各区
逐步增加垃圾分类“绿袖标”指导员上岗，早
晚居民垃圾投放高峰期指导员覆盖率明显增
加，固定值守和巡回值守人员覆盖率达到
40%左右。第四是其他垃圾清运量同比下
降。随着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收运和处
置力度不断加大，其他垃圾清运量在人员回
流的情况下保持低增长。5月份，其他垃圾日
清运量为2.18万吨，同比减少14%。

因地制宜设置桶站

在西城区万博苑小区，居民们使用了20
年的垃圾间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垃圾间是
这个小区4栋塔楼的独特设计，由同楼层的8
户居民共享。居民们扔垃圾不出楼的习惯已
延续了20年。虽然保洁员每天都会仔细清
理这些垃圾桶，但垃圾间内无窗，不通风，难
免产生异味。借着垃圾分类的“东风”，在征
求居民意见后，垃圾桶全部被清下楼。

楼内垃圾点撤销后，垃圾点设在哪儿？
为此，万博苑社区党委先后三次召集小区内
的居民开展民主议事协商会。社区工作人员
表示，小区居民共同商议后，最终找到了一
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在6号楼前设
固定垃圾站，统一投放。垃圾桶少了，小区
在提高管理效率与方便居民投放之间找到了

平衡。
“设桶、看桶、运桶”是垃圾分类的关

键环节。“撤桶下楼会给居民投放垃圾造成
一定的不便，但从提高公共卫生、防控疫情
传播的角度看，垃圾分类十分必要。”李如
刚告诉记者。

住宅楼内设垃圾桶撤桶出楼，需要居民
和物业等管理责任人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共
同协商，形成共识。在一些胡同平房区、农村
地区，可采用垃圾分类流动式收集方式，经物
业服务企业或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协商，定时
定点、巡回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撤除了固定
的垃圾桶，实现“垃圾不落地”，保障了环境干
净整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居民区里的垃圾桶，应该按什么
标准设置呢？参照《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指引》可知，分类驿站应按照每
300户至500户居民设置1处，可设置四品
类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全天候向居民开放，
提供面对面服务指导。固定桶站按照每150
户至200户居民设置1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70米，可根据各品类垃圾产生量合理设
置垃圾收集容器数量。

据了解，为保障垃圾分类质量，在分类
初期桶站需要有人值守，北京部分小区对厨
余垃圾容器作了适当优化调整。

“回头看”+“补短板”

为保证垃圾分类平稳推进，目前北京已
有《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小区
生活垃圾投放收集指引》《密闭式清洁站新建
改造提升技术指引》等31项规范和方案出
台。全市1.2万处投放站点、124座分类驿站
和密闭式清洁站完成升级改造；183辆垃圾
分类运输车完成涂装，规范小型收集车1389
辆；44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平稳。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餐饮服务不得主
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录》《北京市宾馆不
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目录》《关于逐步

推进净菜上市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
塑料袋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北京市2020
年生活垃圾分类综合执法工作方案》等系列
政策措施制定印发，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和分类，政策短板不断被补齐。

5月份，北京城管执法部门共检查生活
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单位6.45万家，发现存在
问题的单位 9911 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4474起，立案查处违法行为2330起。餐
馆、酒店、商场、超市、物业单位等企事业
单位是“重灾区”，存在生活垃圾混投混
扔、混装混运、未按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容器等问题。

整个5月份，在针对全市居住小区的督
导检查中发现了近9000个问题，主要集中
在部分小区未设置公示牌、内容不全、未分
类配齐容器及未更新标识、值守人员不足。
推动垃圾分类提速升级，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回头看”免不了，对“混装混运”的
重点执法也必不可少。

同时，5月份北京城管执法部门立案查
处个人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795起。对个
人违法行为，劝阻在先，警告、罚款在后。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表示：“处
罚不是目的，而是推动全社会最终形成生活
垃圾分类良好习惯的一种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垃圾分类中，目
前最较真费力的，仍是厨余垃圾。

为保证厨余垃圾“纯净”，近日北京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共同制定
了《北京市厨余垃圾分类质量不合格不收运
管理规定（暂行）》，明确提出“厨余垃圾分类
质量不合格不收运”。其中，不仅要求“厨余
垃圾应从产生时就与其他品类垃圾分开，投
放前沥干水分”；还须“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监
督单位和个人做好厨余垃圾分类，确保分出
质量”；收集运输单位应当按时、分类收集厨
余垃圾，并分类运输至集中收集设施或者符
合规定的转运、处理设施。目前，该《规定》
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环卫工人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使用移动垃圾分类保洁车实施保洁作业。移动垃圾分类保洁车设有“四分类”垃圾桶，环卫工人一人一车网格
化移动作业，随时收集并分拣街面上的各类垃圾。 郭俊锋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