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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上海
报道 旧沙发、床垫等大件垃圾怎么扔？
上海市近日出台了规范大件垃圾管理意
见，探索开展大件垃圾集中投放。

上海市明确，大件垃圾是指单位和
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重量超过 5 千
克，或体积超过 0.2 立方米、长度超过 1
米，体积较大、整体性强，需要拆分再处
理后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的废弃
物品。

在源头减量方面，上海鼓励单位和
个 人 通 过 选 用 绿 色 环 保 耐 用 的 大 件 家
具、延长大件家具使用寿命等形式，减少
大件垃圾的产生量。鼓励具备条件的社
会 企 业 开 展 废 旧 家 具 线 上 线 下 二 手 交

易、慈善拍卖、捐赠、翻新再生等活动，促
进大件家具等循环使用。

其次，主动规范分类投放，明确大件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规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管理责任人，作为居住区、各类单位大件
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社区设置大件垃
圾分类堆放场所，实行大件垃圾分类投
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收集容器。

探 索 设 立 集 中 投 放 日 。 各 区 绿 化
市 容 管 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可根据辖区内大件垃圾产生、清
运、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情况，选择在卫
生月、世界地球日等时间点，对大件垃圾
实行集中、免费清运。

对于大件垃圾，上海市还要求公布
收集、运输单位信息，规范相关作业；实
施定时收运和预约收运，大件垃圾分类
堆放场所贮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投放
管理责任人可预约相关单位提供收运服
务。产生大件垃圾的个人如需在特定时
间扔弃大件垃圾，也可直接预约公司提
供上门收运服务，推行付费收运。

同时，加强监督管理，区级绿化市容
管理部门应加强大件垃圾投放、收集、运
输、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全过程监
管，有效掌握区域大件垃圾流量、流向，做到

“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去向可控”；市、区
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可以参与大件
垃圾全过程管理的监督工作。

有偿回收
形成良性循环

在关坝镇固国村的回收
点，存放室里摆满了肥皂、洗衣

粉等日用品。一大早，村民周小华
就带来了近日的“战利品”——4 个农药

瓶、20 个种子袋，他用这些废旧品换来了
两袋洗衣粉和一块肥皂。

去年一年，周小华兑换了 8 块肥皂、4 包
洗衣粉和两瓶洁厕剂，堪称村里的“环保小能
手”。除了主动将自己用过的农药瓶带走，
平时走在路上，他看到田地里有农药瓶、塑
料袋，也会自觉捡起来带回家。

“以前没有环保的意识，打完农药后，药
瓶就随意丢弃了，心想着一两个瓶子也没啥
大问题。”周小华说，大家都这样想，渐渐农
药瓶和包装袋就多了起来，对环境也造成
了污染。

不能让农药废弃包装物这个难点“拦”
住美丽乡村的建设。忠县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 3 月开始，官坝镇固国村
采取有偿方式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每积
攒 10 个农药包装袋、1 公斤废弃薄膜、3 个
农药塑料瓶，便可兑换一样奖品。奖品包
含肥皂、洗衣粉、洁厕剂等，村民可根据
需求自己选择。

用农药瓶换生活用品，村民们参与
回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随之而来也
带来了习惯和观念的转变。

去年 3 月~12 月，固国村村民累计兑
换 肥 皂 260 块 、洗 衣 粉 270 包 、洁 厕 剂
183瓶。

回 收 来 的 瓶 瓶 袋 袋 将 去 往 哪 里？
据介绍，回收工作由村委会专人负责，
回 收 的 农 业 废 弃 物 经 过 分 拣 、包 装
后 ，统 一 运 至 当 地 垃 圾 中 转 站 进 行
初 步 处 理 ，再 转 运 至 另 一 公 司 进 行
焚烧发电。

如今，固国村已形成散户将农药

包装废弃物交
给村级收集点、村
里转交到乡镇收集中
心 后 再 进 行 回 收 处 置 的
良性循环。

政府帮持
建立长效机制

对忠县的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工作
来说，固国村只是一个开始。

2018 年，忠县在 18 个乡镇共 23 个村（社
区）进行试点，每个试点村建设 1 个农业投入
品废弃物集中回收点，回收、处置农膜及农
药、兽药包装物等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并按
照“谁使用、谁回收”的原则，探索简易高效
的回收模式，形成一套长效机制。

同时，县农业农村委还出台了《关于开
展 农 业 投 入 品 废 弃 物 集 中 回 收 试 点 的 通
知》，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所需经费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每个试点村投入 1 万
元。

经过一年试点，忠县初步建立起了“政
府 扶 持 、市 场 运 作 、属 地 管 理 、集 中 回
收 、分 类 处 置”的工作机制，全面调动起
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广大 农 民 群 众 的
积 极 性 。

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工作，县农业农村委还将在全县 372 个村

（社区）推广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 置 工 作 ，今 年 9 月 底 前 覆 盖 所 有 乡 镇
80%以上的行政村（社区），12 月底前全面
实现全县农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收集、
运输和处置工作常态化。

从 23 个村试点，到如今即将在全县
全面推开，让种子袋、肥料袋、农药瓶“回
家”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

“回收只是第一步，做好废弃农药包
装无害化处理更为重要。”县农业农村委
负责人介绍 ，下 一 步 ，忠 县 将 继 续 推 进
农 业 投 入 品 废 弃 包 装 物 的 回 收 、无 害
化处理等全过程的回收处置工作。

7月的夏日，走在田埂间，微风轻拂，怡人清爽。“以前可不是这样，一到春夏季节，田
里到处是散落的瓶瓶罐罐。风一吹，满鼻子都是农药味儿。”官坝镇固国村党支部书记邓
玉明坦言道。

种子袋、肥料袋、农药瓶……这些田间地头常见的“农业垃圾”，如今有了自己的去
处。在重庆市忠县官坝镇固国村，农户把它们一一捡拾起来，分类放回村里固定的
“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2018年，忠县在官坝镇固国村、新立镇双柏村、三汇镇金龙社区、磨子土家族乡小李
村等18个乡镇共23个村（社区）率先开展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试点，一年多的时间里，
村民们的生活理念及乡村的面貌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将一张特制的 IC 卡贴近垃圾
箱上印有纸张标识的扫码区，垃圾
箱的投放口随即自动开启……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水岸华苑
小区，两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利
用率非常高，小区居民的垃圾分类
意识逐步提升，过去垃圾不分类、
混投放、乱投放等现象大为改观。

智能设施助投递

在水岸华苑小区南门，一组贴
有玻璃、金属、塑料、纸类、织物标
识的蓝色垃圾分类回收箱，以及贴
有有害垃圾标识的红色垃圾箱，整
齐地摆放在小区一角。

此时，小区居民闫阿姨正在投
递垃圾。IC 卡扫码开箱后，闫阿
姨将两个废旧纸箱投进箱内，几乎
同时，回收箱的显示屏上也列出了
她的账户余额。

鹿泉区垃圾分类运营企业的
工作人员王彩虹介绍说，从去年 9
月起，水岸华苑小区就安装了这套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这种回收
箱具有满溢报警功能，当箱体上的
红灯亮起时，收运人员就会及时赶
来收运。

王彩虹说，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箱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是用智能
手机扫描箱体上的二维码，下载绿
色生活 APP 进行注册。通过系统
自动生成的账户二维码，可以开启

回收箱的投放口。将可回收物品
按类别投入相应投放口后，回收箱
则可以自动称重、计算金额，并将
钱款返至 APP 账户中。

针对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
人，回收箱还提供了第二种使用方
法，即通过 IC 卡刷卡投放，钱款返
至 IC 卡中。

通过集体办卡、入户宣传等形
式，目前小区已有 800 余户居民养
成了使用智能回收箱的习惯，占小
区居民总数的 88.9%，每天垃圾投
放量可达 60公斤。

垃圾“生钱”又“减量”

上午 9 时许，两名身穿蓝色制
服的工作人员，打开了水岸华苑小
区的纸张类智能回收箱。他们将
箱内的纸张垃圾装入编织袋后，运
上了标有“垃圾分类运输车”字样
的面包车。

王 彩 虹 介 绍 ，这 些 回 收 的 纸
张，将被运送至鹿泉区生活垃圾分
类分拣中心。中心建于 2018 年 9
月，占地 1500 平方米，设有垃圾分
拣区、垃圾打包区和垃圾放置区 3
个区域。

在分拣中心，工人将分类回收
来的垃圾，按照玻璃、金属、塑料、
纸张、织物和有毒有害 6 个类别，
进行更加细致的再分拣，并将分拣
好的垃圾打包后，分别放置在相应
区域。

王彩虹介绍说，待积累到一定
数量后，这些垃圾将被分别送往末
端 处 置 企 业 进 行 处 置 。 其 中 ，玻

璃、金属、塑料、纸类和织物类垃
圾，将进行资源再利用；有毒有害
垃圾则被送往石家庄医疗废物处
置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置。

曲寨纸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焦天刚说，他们已在分拣中心回收
纸类 150 吨，这些废纸经过回收再
造，变成新的可利用纸板。“纸类回
收利用价值大、可造性高，每回收
1.1 吨 废 纸 可 造 出 1 吨 的 成 品 纸
呢。”

鹿泉区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
提供的资料显示，自 2018 年 9 月至
今，全区回收可回收垃圾 210 吨，
实现经济效益 80 余万元。同时，
通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现了生
活垃圾的减量化，目前试点单位垃
圾减量达 130吨，减量率为 20％。

示范片区将覆盖50%

在鹿泉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技术员何碧聪将中心的大屏
与电脑相连，查看绿色生活大数据
平台的具体运营情况。大屏上，鹿
泉区各垃圾分类试点分布情况、用
户使用情况、运输车辆的运行状态
一目了然。

据了解，目前鹿泉区主城区已
建立了 80 个垃圾分类试点单位，
基本实现了党政机关、小区、学校
的全覆盖。同时，从去年 11 月起，
将垃圾分类向农村延伸，确定了东
辛庄村、东土门村等 5 个村为垃圾
分类先行试点村。

到 2019 年 年 底 前 ，石 家 庄 市
将 完 成“ 示 范 片 区 覆 盖 50% 居 民
户，分类设施摆放覆盖 50%居民小
区”的工作目标，同步完成“建设生
活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单位、学校
各 100个”的惠民利民工程任务。

之乡村实践 之城市落地之乡村实践

◆本报通讯员郭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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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散落田间的
瓶瓶罐罐“回家” 智能设施改变生活习惯

◆杨礞羽 冯茴花

“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这是冬
虫夏草陷入的恶性循环。

冬虫夏草生长在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高
原地带，千百年来，人们遵循着传统的采挖、服
用方式。由于被称为中药里的“软黄金”，近年
来，消费群日渐庞大，致其资源量在不断减少。

由于人工培育虫草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满足市场需求主要依靠采挖野生虫草，这严重
威胁到高原生态。每年 5 月~7 月，青藏高原虫
草主产区会迎来“挖草大军”。每挖一根草，就
得掘地 8~12 厘米深，破坏约 30 平方厘米草皮，
并留下坑洞。无数坑洞周围寸草不生，水土流
失严重，不断退化、沙化，甚至可能延伸扩展至
整片高原草甸。

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级”，
其生态环境变化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影
响，其地表的植被遭到破坏后，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恢复。

高原植物：耐得了高寒，扛不住采挖
一男子近日因手撕疑似高山珍稀植物“塔黄”且上传视频在网络

中炫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部门调查后确认，涉事男子破坏的
塔黄目前不属于国家保护植物，其行为未构成违法，但已向其普及了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知识，并进行了口头教育。

高原上自然环境恶劣，能够生长存活的植物很少。然而，即便一
些植物经受住了自然条件的考验，也未必能扛住人类的采挖。

高山冰缘带——陆地生态系统中海拔最高的生存环境，
位于高山草甸之上，永久雪线之下。这里太阳辐射强烈，昼夜
温差巨大，土壤基质贫乏。塔黄就是喜马拉雅高山冰缘带的
特有植物，主要生长在海拔 4000~6000 米的高山流石滩。

塔黄为蓼科大黄属植物，高可达 1~2 米，是高山冰缘带的
“小巨人”，也是这里名副其实的“明星植物”。因其植株从上
到下被渐次伸长的乳黄色半透明苞片层叠包裹，状如宝塔，故
而得名塔黄。

塔黄长期在严酷的环境下生活，形成了独特的适应机
制。如果剥去塔黄苞片，就会看到里面由一朵朵小花组成的
总状花序。这些层层叠叠的苞片构成一个“温室”，使得里面
的小花得以在适宜的温度下，完成生长发育、受精结实等一系
列过程。除却保温作用，这一温室结构还为塔黄传粉昆虫的
幼虫提供了舒适的生长环境。

不过，塔黄一生只开一次花，其经过 15~45 年的营养生长
后才会开花结果。因此，研究人员表示，单株塔黄如果在花期
遭到破坏，意味着被“断子绝孙”彻底毁灭。网友们也呼吁，建议
有关部门加强对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宣传，避免塔黄在花期遭到
破坏。

每年 7 月~8 月，是天山雪莲绽放的季节。天
山雪莲是生长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山
区雪莲的统称，被誉为“雪山花王，药中极品”。

雪莲为菊科风毛菊属的多年生一次结实的草
本植物，一般生长在海拔约 2500 米~4000 米的山
地。由于生长环境特殊，天山雪莲 3~5 年才能开
花结果，花期时种子在山间随风飘散，只有遇到适
宜环境的种子才有可能萌发和生长。

几年前，曾有“驴友团”在徒步穿越新疆天山
狼塔线路时，大量采摘雪莲，引发公众对这种国家
三级濒危物种、二级保护植物命运的关注。

在武侠小说中，天山雪莲具有神奇的药效，这
使其享誉中外，却也招来被盗采的风险。人们不
断吹捧雪莲的神奇功效，雪莲价格不断走高，非理
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掠夺性采挖，使其面临灭绝
的危险。

专家表示，天山雪莲药效绝没有小说中那般
神奇，且因人而异，公众不可盲从。

塔黄——高山冰缘带“小巨人”得来不易

天山雪莲——夸大“奇效”惹人觊觎

冬虫夏草——深陷采挖困境威胁高原生态

in 话题

◆陈妍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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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陆续出
台垃圾分类的地方条
例，垃圾分类成了公
众热议话题。实现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关
系到生态环境和民生
质量，因此，下大力气
推广垃圾分类，需要
各 地 出 实 招 、见 实
效。我们也看到，许
多 地 方 正 在 为 此 努
力，前段末端齐发力，
探索垃圾分类的可行
方案，让它真正融入
百姓生活，形成习惯，
变成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