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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虹桥临空经济
园区第一批 72 幢楼宇试点单
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也成
为上海首个推广生活垃圾减
量分类的试点园区。“不分类
不收运”成为硬约束。

经过培训，大楼物业和保
洁人员首先掌握分类方法，接
下来在企业内部开展教学推
广。一位物业经理设计出“纸
牌记忆法”，将三类常见垃圾
和 第 四 类 有 害 垃 圾 分 别 用 4
副牌标识，每副 54 张牌上都

印有一件物品，只需将纸牌扔
进对应的垃圾桶，练习一两遍
就 能 记 住 200 多 件 常 见 生 活
垃圾的分类。在培训中，他还
随手挑出一袋垃圾，一样一样
拣出来分类，帮助工作人员加
深记忆。

在国航货运办公区，记者
看到，几乎每两排工位间就有
一组垃圾桶，每组 3 个桶上用
不同颜色标识湿垃圾、干垃圾
和可回收垃圾。公司负责人
表示，企业内部保洁员每天三

次定时来工位清理垃圾，再按
类别放置到每层楼固定的大
垃圾桶，由物业保洁将楼层垃
圾分类清运至整个大楼的垃
圾房，最后由环卫公司每天分
时段运走不同种类的垃圾。

同 时 ，临 空 园 区 还 向 72
幢试点楼宇的租户发放了 450
份《单位生活垃圾分类责任承
诺书》，由企业法人签名承诺
实行垃圾分类。最终，园区回
收《承 诺 书》427 份 ，回 收 率
94.9%。

本报记者王双瑾报道 白墙
上五颜六色的农民画、灯杆上成
串的火红灯笼、两旁一溜的白墙
蓝瓦……阳春三月，记者来到陕
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杜曲街道三府
衙村，到处透着春天的气息。村
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处理，也让
这个美丽乡村颜值倍增。

记者注意到，家家户户门前
的花草都用蓝白相间的小栅栏围
成整整齐齐的一圈，紫薇花、玉兰
花 、迎 春 花 在 院 墙 内 外 竞 相 开
放，街道路面干净整洁，一个个
绿色分类垃圾箱“守护”在院门
前。在墙上，挂着“杜曲街道三
府 衙村保洁员公示牌”，保洁员
的姓名电话和负责区域都写得清
清楚楚。

三府衙村支部书记梁林华告
诉记者，从去年 10 月开始，三府
衙村对 1.8 公里的主干道和村容
村貌进行集中提升改造，清 理 了
村 道 上 的 建 筑 垃 圾 ，新 砌 了 沿
路 院 墙 ，并 画 上 了 颜 色 鲜 艳 的
农民画。

“看到村里街道干干净净，谁
还好意思乱扔垃圾。”梁林华说，
为彻底提升村里的环境卫生水
平，特意为全村 670 多户村民配
备了分类垃圾箱，引导村民分类
处理垃圾，自觉维护公共环境。

为了鼓励引导村民自觉将垃

圾分类，村里印制了 宣 传 画 册 ，
将 垃 圾 分 类 的 宣 传 画 绘 制 上
墙 ，还 在“ 五 星 级 文 明 户 ”的 评
选条件里加上“垃圾处理是否规
范”这一条。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保洁
员的垃圾清理工作越来越轻松。

“因为大家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的垃圾都在家门口进行了分类，
我只要统一收集，很快就能将垃
圾清运完，不用二次返工。”保洁
员刘小娟说。

会腐烂的垃圾可以用作农田
堆肥，可回收的垃圾出售给物资
回收站，其他垃圾投入附近的密
闭式垃圾集装箱，按照“户集、村
收、街转运、区处理”的模式进行
无害化处理。“新的垃圾处理办
法，让村里垃圾周转站的变化最
大。”村委会主任孙卫勃说，以前
垃圾周转站污水横流、蝇虫乱飞，
现在干干净净，行人再也不用掩
鼻而过。

新习惯带来新生活。村边的
潏河河道风景优美，村民经常去
晨练健身。今年，村里将绿化改
造全村道路，在村文化广场安置
休闲座椅，新建篮球场。“我们计
划在河边种植 600 棵桃树，春天
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去河道赏花，
以后还有鲜桃吃。”说到新光景，
梁林华高兴地笑起来。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重要性
不言而喻。虽然各地的推广工作
开展已久，但真正持续下去、产生
实效的并不多。显然，垃圾分类绝
不是放置几个标有分类字样的垃
圾桶、张贴几张海报、发一下宣传
册这么简单。这是一项复杂且系
统的工作，彰显一座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升。

目前，国内在垃圾分类方面
仍然面临分类标准不够明晰、硬
件设施配套不够、激励措施不到
位、居民分类意识不强等问题。
一方面，一些政府相关部门还没
有真正地把垃圾分类重视起来、
抓起来，引导不够有力；另一方
面，城市居民没有积极、主动、自
觉地参与进来。

因此，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
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
来，更需要每个人养成自觉分类
的习惯。

上海市《关于建立完善本市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
案》的发布，说明上海为此制定了
明确时间表，立下了“军令状”，而
政府作为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
者、组织者、实施者、推进者，更是
体现了一种责任担当。

无论上海还是富阳，在推动
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都借助了科
技的力量，通过二维码实现垃圾
投放的可追溯，这对于明确责任、
加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同时，
也能够借助账户积分的方式，对
参与者形成一定的激励。

对于政府而言，居民做到分
类 投 放 之 后 ，必 须 确 保 垃 圾 能
够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 ，否 则 前 端 的 努 力 都 是 无 用
功，也会挫伤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

说到底，垃圾分类与每个人
都密切相关。这看似一件小事，
实际是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生活的一件大事，需要每个人行
动起来，从我做起，让垃圾分类变
成日常习惯。

一个二维码+一个 APP+一个后台，轻
松解决了垃圾分类工作中分类意识不强、
分类评价缺失和分类效果不明显三大难
题，这就是智慧农村环卫信息管理系统“富
阳样本”，位居浙江省农村垃圾分类 20 个
经典案例之首。

为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累计投入项目
资金 1.3 亿元，主要用于分类设施、终端处
置 设 备 采 购 ，资 源 利 用 站 点 、分 类 投 放
点建设等工作。目前，全区有 19 个乡镇

（街道）完成垃圾分类项目建设，新建 46
个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站点，完善提升生
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成各自的垃圾分
类收运体系。其中，11 个乡镇（街道）开始
实体运行。

然而，这 11 个乡镇（街道）在实践中遇
到了和其他地区一样的困扰：农户分类意
识不强，应付了事；总体分类评价缺失，缺
乏正面激励机制；分类效果不明显，垃圾总
量并未大幅度减少。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投的钱都
会打水漂。经过多方调研，“互联网+垃圾
分类”农村环卫信息系统应运而生，并于
2017 年 6 月在万市镇试点实施垃圾分类信
息化管理。

李俞庆是万市镇白石村的一名保洁
员。每天早上，他出门前要先在手持终端
上打卡签到。然后，挨家挨户查看村民放
在门外的垃圾桶，用手持终端扫描垃圾桶
上的二维码，这里记录了村民的姓名和编
号。在“垃圾分类评价”页面，李俞庆要根
据实际情况，从分类合理、主动投放、桶身
清洁 3 个方面，对村民垃圾分类工作给予

“好、中、差”评价。每一个评价都对应相应
的分数。如果 3 项都是好的，能获得 10 个
积分；如果都差，则只能得到两个积分。

积分有什么用？万市镇农办主任潘勇
军说，根据村民的积分排名，将适时通过年
终奖励等举措，对村民进行表彰，以充分调
动村民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让垃圾
分类真正成为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

李俞庆主要负责139户村民的垃圾收集
工作，要在每天上午 10点前完成这项工作。本报见习记者徐璐上海报

道 上 海 市 政 府 日 前 正 式 发 布
《关 于 建 立 完 善 本 市 生 活 垃 圾
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打响了城市生
活垃圾污染防治攻坚战。

《方 案》明 确 提 出 ，到 2020
年上海市要全面建成生活垃圾
分 类 投 放 、分 类 收 集 、分 类 运
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体系，
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
定 位 目 标 相 适 应 。 据 悉 ，上 海
将 按 照“ 先 单 位 ，后 社 区 ”的 顺
序逐步循序推进。

据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这 场
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攻坚战与每
一位上海市民密切相关。

比如，《方案》提出，绿色账
户“ 自 主 申 领 、自 助 积 分 、自 由
兑 换 ”，力 争 到 2020 年 ，家 家 户
户都开通绿色账户；按照“四分
类 ”标 准 执 行 ，即 有 害 垃 圾 、可
回 收 物 、湿 垃 圾 和 干 垃 圾 。 多
层 、高 层 住 宅 小 区 可 根 据 小 区
实 际 情 况 ，合 理 设 置 干 湿 垃 圾
桶 ；住 宅 小 区 垃 圾 箱 房 或 垃 圾
压 缩 站 应 设 四 类 垃 圾 桶 ；农 村
地 区 应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设 置 干
湿 垃 圾 桶 ；每 个 自 然 村 应 设 置
四类垃圾桶。

对 于 企 事 业 单 位 来 说 ，在
办公和经营场所应设置有害垃
圾、干垃圾、可回收物三类垃圾
桶；配置垃圾箱房的，应成组设

置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干垃圾
桶 ；有 食 堂 或 无 食 堂 但 集 中 供
餐 的 单 位 ，在 食 品 加 工 及 就 餐
区域应设湿垃圾桶。公共场所
应设可回收物及其他类别垃圾
的“ 两 桶 式 ”垃 圾 桶 ；湿 垃 圾 产
生 量 较 多 的 公 共 场 所 ，应 增 设
湿垃圾桶。

此 外 ，记 者 还 了 解 到 ，《方
案》提 出 了居民“ 定 时 定 点 ”投
放 的 理 念 ，鼓 励 居 住 小 区 的 垃
圾 桶 和 垃 圾 箱 房 不 再 提 供“24
小 时 开 放 ”的 便 利 ，从 而 改 变
居 民 随 意 投 放 垃 圾 的 意 识 和
习惯。

《方 案》坚 决 杜 绝 驳 运 环 节
的 混 装 混 运 ，发 生 混 装 混 运 的
环 卫 收 运 企 业 将 被 严 肃 追 责 。
环卫收运企业可以对分类不符
合要求的单位实施“不分类，不
收运”，即“首次告知整改，再次
整 改 后 收 运 ；对 多 次 违 规 拒 不
整 改 的 ，拒 绝 收 运 并 移 交 执 法
部门处罚”。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拒不执行垃圾分类的单位
及 个 人 ，将 由 相 关 管 理 部 门 移
交城管执法部门予以处罚。

同 时 ，上 海 市 也 将 大 力 增
强 生 活 垃 圾 末 端 分 类 处 理 能
力 ，到 2020 年 底 ，上 海 生 活 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达
到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3.28 万 吨/
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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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农村为何颜值增？
垃圾分类带来新生活

“小区是我家，要让家变
得更美丽，就要做好自己小家
的垃圾分类。”在上海，小区居民
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不断提高，

也有力地推进了垃圾分类工
作的进程。

目 前 ，上 海 已 经 实 现 绿
色账户新增 200 万户的目 标 ，
累 计 达 到 441 万 户 ，全 年 新
增积分 10 亿分，消纳积分 5.2
亿分。

为什么上海的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能够风生水起？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除了市区两级政府部门
的大力推进外，还与广大居民
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密不
可分。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徐璐

垃圾分类不少地方都搞
过，但真正做精 做 细 、并 且 持
续 下 来 的 不 多 。 长 宁 区 爱
建 小 区 数 年 前 也 尝 试 过 ，但
居 民 们 热 情 消 退 得 很 快 。
去 年 ，爱 建 小 区 中 华 别 墅 区
重 新 启 动 这 项 工 作 ，如 今 ，
95%的 住 户 做 到 生 活 垃 圾 定
点定时分类投放，实现餐前垃
圾减量近 30%。

在这方面，小区保洁员的
感受最深：“以前，我每天的主
要工作就是从居民扔的湿垃
圾中，拣出可回收的干垃圾。
现 在 ，只 要 粗 略 检 查 就 可 以
了，180 户居民已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

在小区门口，整齐地放置
着“绿色账户积分兑换机”和
颜色各异的垃圾箱：蓝色装可
回收物，棕色装湿垃圾，红色
装大件干垃圾，绿色专门收集
玻璃。记者看到，陆续有居民
将干、湿垃圾分别投进不同垃
圾桶，几个穿着绿马甲的志愿

者手持绿色账户记录手机，为
居 民 的 绿 色 账 户 积 分 卡 积
分。“垃圾分类一点也不麻烦，
我们都习惯了。”正如这位居
民所说，垃圾分类已融入他们
的日常生活之中。

按照制度设计，每户居民
需 从 源 头 分 类 、定 时 定 点 投
放。居委会组建了志愿者队
伍，每天早晚轮班在小区垃圾
房前蹲点督促，劝导居民对混
装垃圾进行分类，亲手示范如
何投放。

居委会还实施数据实时
统计机制，由志愿者详细记录
居民垃圾投放的分类情况，汇
总形成一家一户的家庭绿色
日志，让无主垃圾无处藏身。
小区还设置红黑榜，表彰分类
良好的家庭，督促改变分类不
彻底的情况。

志愿者曾发现一袋没有
分类的“无主”垃圾被随意丢
弃。为了找到垃圾“主人”，他
们打开散发着异味的垃圾袋，

终于在垃圾里找到一张湿漉
漉的外卖送货单。查看监控
后 ，确 认 是 某 户 居 民 偷 偷 扔
的。于是，居委和物业便在小
区贴出告示，提醒这户居民要
配合垃圾分类工作。之后，再
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我们原先订的目标是，
第一个月垃圾分类达 20%，没
想到一周时间就达到 80%。”
居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让居民看到垃圾分
类、循环利用的效果，居委会
还将小区活动室屋顶改造成

“一平米”菜园，实施党员志愿
者包干管理，收集餐前垃圾制作
酵素肥料，用于菜园施肥，蔬果
成熟后给小区孤老、高龄老人
送爱心菜。厨余垃圾变成 酵
素 做 了 肥 料 后 ，最 直 接 的 结
果 就 是 实 现 了 垃 圾 减 量 。
如 今 ，中华别墅区的厨余垃
圾 从 分类前的 195 桶缩减为
135桶，环比减量29%。

1.垃圾分类融入日常生活

志愿者蹲点督促，汇总每个家庭的绿色日志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的
一处商品房小区，最近引入了
生活垃圾智能分类系统。居民
把分类垃圾投入指定垃圾箱的
同时，通过贴在垃圾袋上的二维
码可追溯分类情况，如果发现居
民出现分类错误，后台会发短
信对居民进行提醒。

记者看到，这套生活垃圾
智能分类回收机有 3 个金属
箱，分别写着干垃圾、湿垃圾
与可回收垃圾。使用时，居民
先在二维码自助打印机上领
取干垃圾与湿垃圾两张二维

码贴纸，将贴纸分别贴在两袋
垃圾上。然后，读取器扫描二
维码后，相应金属箱的顶盖就
会打开，居民就可以完成垃圾
投放了。

小区负责人说，在使用这
套系统前，居民已经到居委会
进行了实名登记，绑定了个人
信息。每个垃圾箱的底部都
有称重系统，与后台数据服务
系统相连。居民投放垃圾后，
后台数据系统能清楚地知道
哪户居民、在什么时间进行了
垃圾投放，以及垃圾种类、重

量等信息。
60 多岁的孙阿姨在家常

备两种颜色的垃圾袋，粉色装
干垃圾、黑色装湿垃圾。使用
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对她来说
也不困难，“跟着志愿者操作
两次就会了”。

这套系统于今年 1月在小
区内上线，19幢居民楼前已放好
10套回收机，基本可满足1400户
小区居民的垃圾投放需求。街
道党政办有关负责人说：“未
来，这一系统可能会为社区精
确治理提供大数据支撑。”

3.不分类不收运成硬约束

分类投放，分类运输，纸牌法加深记忆

2.为精确治理提供大数据支撑

二维码追溯分类，发现错误及时进行短信提醒

上海人新添垃圾分类好习惯
生活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 纸牌法记住用品分类

上海瞄准全程分类体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皆分类

垃圾分类非小事
考验精细化水平

■相关报道

■短评

◆刘秀凤

他一天的行动路径，全部都有记录，
当天垃圾的收集情况也有明细。

保洁员的考评主要由村妇联
主席负责。点开安装在手机上的
App，白石村妇联主席唐丽波就
能查看各保洁员当天的工作情
况，从收集率、考勤、路径轨迹等
方面多维度对保洁员进行综合考
评。此外，资源化利用站的工作
人员，也将根据保洁员垃圾收集
的情况进行考评。考评主要分为
优秀、及格、不及格三个档次。月
度未达标的保洁员，将被扣除绩
效奖金。

潘勇军说，通过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卫生保洁智能化数字化

长效管理系统，对保洁员实施定
期考核和奖励，有效破解了保洁
监管难题。同时，万市镇对各村
实行定期考核和奖励制度，加强
村委管理，并将垃圾分类实施成
效纳入村委年终考核。

垃圾分类信息化管理系统试
行半年以来，万市镇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超过 180 吨，垃圾分
类 收 集 率 、投 放 率 均 达 70% 以
上。根据计划，到 2018 年年底，
富阳区 24 个乡镇（街道）将实现
农村垃圾分类全覆盖，这一“互联
网+垃圾分类”环卫信息管理系
统也将逐步得到推广。

◆本报通讯员何芳芳 王杰记者周兆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