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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垃圾分类持久战
本报记者 康琼艳

近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公布了一

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名单，截至目

前 ，北京全市已有 366 个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村）。

作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单元，社区也是生

活垃圾的主要产生地。垃圾分类看似小事，

做好却并不容易。记者随机走访了部分小

区，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建设，居民对

垃圾分类的知晓度维持了较高水平，实际参

与度明显提升，但问题依然存在。

“小机关”关乎大民生

桶站设置是做好垃圾分类的基础。在走

访中记者看到，绝大部分小区的桶站建设已

经走向了规范化，拉手开盖、脚踏板、破袋神

器、遮雨棚、除臭装置等一些不起眼的“小机

关”基本成为标配，让“脏乱差”成为过去。

“物业给各家各户都发放了小绿桶，专门

用来装厨余垃圾，还张贴了物品投放指南，现

在连小孙子都知道垃圾要分类。”家住在北京

丰台区玺萌公馆小区的居民吕阿姨热情地向

记者介绍。

在该小区东北角，外形亮丽的分类驿站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刚走进驿站，智能

语音宣传杆便开始播放垃圾分类小知识：“垃

圾 分 类 人 人 动 手 ，厨 余 垃 圾 请 投 入 绿 色

桶……”与常见的四色垃圾桶不同，这里的分

类驿站还针对床垫、旧桌椅、门窗等专门设立

了大件低值回收区。为了防止滋生蚊虫，垃

圾桶上方的顶棚边上，还安装了一排驱蚊灯。

“我们在每个分类驿站安装了带有小厨

宝的洗手池和消杀装置，水温保持在 43 摄氏

度左右，居民扔完垃圾嫌脏，现场就能洗手消

毒。”分类驿站运营方北京昊天昊城市环境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总经理王建民告诉

记者，普通的垃圾投放点环境差、有异味，居

民唯恐避之不及，分类驿站缓解了这些问题，

改善了大家扔垃圾的体验。目前，该公司已

经在北京地区的70余个小区投放了这样的分

类驿站。

作为优化垃圾分类体系的重要载体，生

活垃圾分类驿站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

从细微处着手，促进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据了解，截至今年 1 月，北京市已建

成分类驿站 1324 座，并计划在今年继续新建

和改造提升600座分类驿站，针对全品类垃圾

实现全时投放，对于有价值的可回收物，应分

尽分、应收尽收。

厨余垃圾成“老大难”

厨余垃圾是生活垃圾中占比最高的垃圾

类型。由于含水率高、热值较低，不宜采用焚

烧和填埋的方法，绝大部分城市将厨余垃圾

单独归为一类。为避免混收混运，北京、南

京、顺德、哈尔滨等多地均建立了专门的厨余

垃圾收运体系。

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明日嘉园小区，

记者观察到，装有脚踏板的厨余垃圾桶明显

比纯手提的更受欢迎。为了减少与桶盖接

触，不少居民选择省略破袋环节，趁着掀盖的

瞬间迅速将整袋垃圾丢进去。路过的居民解

释：“厨余垃圾的汤汤水水多，破袋的时候容

易溅洒，加上厨余垃圾桶本身就气味难闻，所

以大家难免偷懒。”在小区 10 号楼拐角处，由

于投放不便，一包剩饭直接放在了厨余垃圾

桶的盖上，一些剩菜叶子则扔进了标有“可回

收物”的垃圾桶中，桶的周边几个黑色塑料袋

包裹的大件垃圾很是显眼。

记者走访中发现，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

少见。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没有专门的提手，

每次都得垫着纸开盖；就近的垃圾桶满了，只

能随便扔一个；“拾荒大军”翻拣后把垃圾留

在了桶外；夏天蚊虫多、异味重，冬天易结

冰……说起来，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

却削弱了居民垃圾分类的意愿。

据《2020 年城市社区居民生活废弃物管

理信心指数与意识行为研究报告》，有三成多

的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是受“群羊心理”

和“鸵鸟心理”影响，个人意识提升、社区设施

监管、个人知识技能连续三年成为影响居民

实现垃圾分类的必要因素。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会长刘晶昊表

示，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做起，但是对于普通居

民而言，要将形形色色的生活垃圾精准地投

进垃圾箱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其次，由于不

同地区对垃圾的回收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对

同一种垃圾的归类也有差别，客观上提高了

老百姓参与分类的门槛。

垃圾桶也有“读心术”

依靠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科技在破解垃圾分类的难题上显现出

了大作为。

在北京东城区新怡家园社区，记者看到

每栋楼附近都设置了垃圾分类桶站，每个站

点除了四色分类垃圾桶，还配备了智能垃圾

箱。智能垃圾箱底部装有称重装置，可以根

据居民投放的频率和数量进行积分，能兑换

相应的礼品。“丢垃圾还能赚积分，我和老伴

每天来智能垃圾箱‘签到’。”居民张阿姨熟练

地打开微信扫码积分，该小程序中有预约回

收、积分商城、查询覆盖范围等多种功能。“自

从有了智能垃圾箱，居民们参与垃圾分类的

热情明显更高了。”附近的督导员说。

用科技的力量解决垃圾分类这件小事，

绝不是“杀鸡用牛刀”。在北京海淀区，超过 2

万个垃圾桶和100余辆运输车都拥有了“读心

术”。装有芯片的智能垃圾桶拥有自动溢满

报警功能，可以及时将垃圾数据传入调度平

台，通知附近车辆收运，彻底把过去“空车找

垃圾”的收运模式转变为“垃圾找空车”。这

样一来，不仅高效解决了满冒问题，而且节约

了值守的人力成本，对于形成垃圾分类的长

效机制起到重要作用。

刘晶昊表示，智能化设备的引入让垃圾

分类成为一件时尚的事情，有利于提高居民

的参与热情，可以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精准

的工作指导，也为其研究和分析生活垃圾问

题提供了依据。但是，相较于普通垃圾桶，智

能垃圾桶成本较高，建议不同地区依据自身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安排，垃圾分类也要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求实效得看“真功夫”

在实地走访中，记者明显感到，不同小区

在垃圾分类上下的功夫有粗有细。一些地理

位置好、物业服务佳的小区，特别是有创建垃

圾分类样板小区“指标”的街道，在宣传物料、

引导员、智能垃圾箱、分类回收箱等方面均投

入了大量成本；而一些人员流动性大、楼龄较

老的旧小区，分类桶站的设置逐渐沦为“样子

货”，绝大部分分类工作由屈指可数的保洁人

员“代劳”。在北京南四环的彩虹城小区，一

名保洁阿姨连连叫苦，“住户多，我们每个人

要负责好几栋楼的清洁，根本顾不过来”。

在某示范小区的走访中，记者也听到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说起社区的垃圾分类

服务，从事家政工作的张大姐连连称赞：“二

次分拣员是‘社区美容师’，厨余垃圾分拣得

非常彻底，真不错！”另一位阿姨则持保留态

度，“我坚决支持垃圾分类，因为我们要考虑

子孙后代，不能光想这辈子的事。但是小区

一共七八栋楼，安排了近20个引导员，人力成

本确实有点高。分类回收箱也只用了半年左

右，疫情后就停用了，是不是太浪费了？”

如何让垃圾分类这件关乎人居环境改善

的的““关关键小事”，既办得漂亮，还赢得人心，着

实考验实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刘晶昊表示，归

根结底根结底考验的是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各

地标准地标准是否一致、桶站布局是否合理、收集外

运是否运是否及时、分拣回收是否高效、投入产出是

否对否对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影响着垃圾分类的最

终终效果。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垃圾分类既

要算生态账，也要算经济账。只有拿出“真功

夫”，甚至是不厌其烦的“绣花功夫”，才能打

赢这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持久战。

3 月份，《成都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正式施行。记者来到四

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下

辖水碾河路 16号院，探访垃圾分

类情况。

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

老小区，整洁干净的院落里分布

着 10 栋 住 宅 楼 ，共 有 住 户 705

户。小区老，观念不老，这是牛市

口街道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

小区之一。大门左侧，生活垃圾

投放站点内 4个分类垃圾桶整齐

排放，站点配备洗手池及污水引

流沟。

在小区大门与楼栋连廊处，

一个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依墙摆

放。小区居民程金告诉家里的两

个孩子，正确投放不同种类的垃

圾获得的积分可以“存”起来，到

积分商城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

“两个娃儿现在每天放学回家，最

感兴趣的就是在家里给垃圾分类

后再投放，回家后在小本子上记

录自己的积分。”

“这一年，我们每月不定期组

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各小

区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

活动。”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

综 合 执 法 协 调 办 负 责 人 王 志

凯说。

“我觉得垃圾分类很有意思，

也很考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能

力。”程金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学到

的方法，“能卖钱的，可回收；有毒

有污染的，属有害；易腐烂的，是

厨余；剩下的归其他。”程金笑着

说，自己的方法还不是太准确。

事实上，《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对四种类

型的垃圾有着更简洁、标准的文字及图示说明。例如，可

回收物被概括为“纸塑玻金衣”，有害垃圾被概括为“汞灯

药池漆”，厨余垃圾指的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

而其他垃圾则是除上述三种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

自 2019 年以来，成都坚持以街道为单位，重点围绕

垃圾分类法规、政策、工作、标准、设施五大体系建设，着

力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牛市口街道办在 69 个硬件

条件较成熟的小区新建了生活垃圾“四分类”投放站点，

在其余 147 个条件欠佳的小区设置了 300 余个“四分类”

垃圾桶。

“我们感觉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自觉性都很

高，不少人还给我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比如要注意对分

类投放点周边环境卫生的管理。”王志凯说，牛市口街道

综合执法协调办加强了对环卫公司的监督力度，督促环

卫工人做好投放点位附近的清洁和冲洗等工作，并且要

求环卫公司制定好垃圾收集时间和分类运输路线，避免

出现“前分后混”“混装混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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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近年来，垃圾分类成了热词，就连

小朋友的玩具中也有颜色各异的分类垃圾筒。但

要清醒看到，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尚处于起

步阶段，在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群众习惯养成、

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还存

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些地方在推进垃圾分类时存在“为分类而分

类”的现象。如何因地制宜设置垃圾收集点？定时

定点投放垃圾能否照顾上班族需求？小区撤桶并

点怎样才能让居民少“跑腿”？这些都需要发挥基

层精细治理的智慧。

垃圾分类应该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源头减量，

可以大大提升垃圾分类的效率。比如，推动建立垃

圾分类标识制度，在产品包装上设置醒目的垃圾分

类标识；禁止或限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和利用，引导企业严格落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的有关规定；采取措施加强产品包装回收处置；旅

游等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经营单位倡

导“光盘行动”。

垃圾分类后的运输和处理环节也应该受到高

度重视。当前，一些城市还存在垃圾“先分后混”的

问题。前面分类做好了，却在运输环节又被混装。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分类运输系统，实现与物业单

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序衔接，防止“先分

后混、混装混运”。在垃圾处理环节，还要进一步补

齐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短板。

垃圾分类需要不断推动习惯养成、引导群众普

遍参与。不但要更加广泛地听取居民意见，将居民

分类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还需要走上产业化发展

道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相关产业发展。

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

都影响着最后的效果。这件关于人居环境改善与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小事”，要办好并不容易。只有

在不占用过多资源的同时

办出实效、赢得人心，垃圾

治理之路才能越走越通畅。

近日，记者从南水北调中线建管

局获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输水

361.22 亿立方米，其中向河北省供水

突破 100 亿立方米，向天津供水 60.06

亿立方米，向北京供水 62.13 亿立方

米，向河南供水 123.28亿立方米，工程

综合效益远远超过预期。

自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中线工程源源不断

输送的南来之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秀的新画卷。

在河北，受水区曾经吃水难、用水

难。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与配套工程

构筑起安全供水网络体系。通过 40

余座分水口、128 座地表水厂，将优质

的南水送达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

衡水、邢台、邯郸、定州、辛集以及雄安

新区。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副局长、河

北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田勇说，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供水水质稳定

达到Ⅱ类标准及以上，明显改善了受

水区水质。以石家庄市区为例，自来

水硬度由过去的 330-350 毫克/升降

至 150-170毫克/升，居民饮水品质得

到较大提升，河北省黑龙港流域 500

多万人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饮用苦咸

水、高氟水的历史。

在天津，全市南水北调供水总量

由 2014 年的 24.1 亿立方米增至 2020

年的 27.82 亿立方米，城市供水“依赖

性、单一性、脆弱性”的矛盾得到有效

化解。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天津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胡金洲表示，天津市建

设集中供水厂，延伸自来水管网，逐步

用南水北调水代替地下水源，提升了

2817个村、286.8万农村居民的饮水质

量，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为建设

高 质 量 小 康 社 会 提 供 了 重 要 基 础

保障。

胡金洲说，去年，天津市科学调度

市内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充分利用各

种水源，最大限度实施河湖生态补水，

全年生态补水14.26亿立方米，建成中

心城区及环城四区水系连通、海河水

循环体系等重点工程，升级湿地保护

区保护力度，全市国控断面优良水质

比例由 2017 年的 35%提高到 55%，劣

Ⅴ类水质断面比例由 40%降为零，水

生态环境质量达历史最高水平。

在北京，62.13亿立方米南水增加

了北京市水资源总量，提高了城市居

民用水条件，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300

万人。

南水的到来，在显著改变首都水

资源保障格局和供水格局的同时，为

北京赢得了宝贵的水资源涵养期，改

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南水北调大宁调

蓄库、团城湖调节池、亦庄调节池实现

蓄水，增加水面面积 550公顷；通过向

十三陵、怀柔、密云等水库存水，扩大

了水域，密云水库增加水面超过 5000

公顷；向城市河湖补水以及回补地下

水，地下水水位较 2015 年底 25.75 米

回升了3.26米，连续5年回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贯穿京津冀，

形成了京津冀三地水系互联、互通、共

济的供水新格局，对实现水资源的统

一调度、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有效治理“大城

市病”提供了强有力的水资源保证。

累计输水361.22亿立方米，工程综合效益远超预期——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持续润泽京津冀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垃圾分类检验基层治理
亢 舒

有“中国脆李之乡”之称的重庆市巫山县，

30万亩李花已沿长江巫峡两岸竞相绽放。漫山

遍野，洁白的李花犹如春雪覆盖着山峦，美不

胜收。 王忠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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