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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垃圾分类目前主要存在四方
面问题：过分依靠二次辅助分拣，可持
续性差；居民知晓率高，参与度低，志愿
者工作难持久；缺少政策扶持和法律规
范；硬件设施不足。”来自闵行区七宝镇
的市民代表俞良表示，垃圾分类目前正
在全镇覆盖，对此，他给出了几点有针

对性的建议：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尤其是
重视学校教育，将相关知识引进幼儿园
和中小学课堂，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垃圾
分类意识，“小手牵大手，回家带动父母
共同加入分类队伍”。二是加快立法，建
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三是探索制定
操作性强的垃圾分类收费制度。

市民代表孙道湧首先提到了末端
处置的“技术创新”。“欧美等国家正在
不断研究开发垃圾焚烧和填埋之外的
第三种处置方式，如热压裂解临界氧化
等技术，达到了垃圾处理全流程‘无害
化’及高减量化（减量 !"#以上），并可
有效提升垃圾的资源化循环利用。上海
可在此方面有所尝试、有所突破。”此
外，他还建议宣传教育从企业入手，“人
们在每天 $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更容易
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借助持续的有针
对性的宣传，帮助员工们在上班期间养
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 ! !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研究室主任
王永文开门见山，直陈垃圾分类的现状
和痛点。前不久，他和同事深入基层展
开大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约 !%#

的受访者支持垃圾分类，但真正践行的
仅 "&#左右。大家普遍反映，分类投放
标准不一、分类收运责任不实、分类处
置能力不足，制约了实施效果。”
今年 '月，《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

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颁
布，为垃圾分类工作指明了方向：到
"&"&年底，基本建成以法治为基础、
政策完善、技术先进、社会协同，与上
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相适应的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基本实现单
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
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
圾分类质量明显提升。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处长

徐志平介绍，新方案明确本市继续执
行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

圾“四分类”标准。要提升源头分类质
量，推行居住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
投放，同时加强入户宣传，坚持并完善
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改变居民随意投
放垃圾的意识和习惯。
“在分类收运上，近年来上海已将

其纳入环卫收运企业的诚信管理体
系，对‘混装混运’分类投放管理责任
人及环卫收运企业严肃查处。”徐志平
补充说，到 "&"&年底，上海生活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力争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
力达到 '("$万吨)日以上。
新方案另一亮点，是明确以区、街

镇为单位，整区域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年，静安区、长宁区、奉贤
区、松江区、崇明区、浦东新区（城区部
分）率先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至 "&"&年底，全市 *+个区、"*,个街
镇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居住区垃圾
分类达标 !&-以上。

! ! ! !作为垃圾分类政策的直接推动
落实者，区和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在日
常工作中积累了哪些经验，又遇到了
什么困惑？

崇明区 ! 建管委副主任陈翠娥
说，全区 "&*.年共投入 "(*亿元，给
每村每户配上了不少“好装备”：“一
镇一站”，建设 ".座湿垃圾处理设
备，日处理能力 "%&吨，湿垃圾不出
镇；“一村一房”，翻建改造垃圾房，设
定“干、湿”垃圾存放区域，配保洁水
龙头、灭蝇装置；“一户一点”，新增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桶，便于家庭“干、
湿”垃圾分类投放；“村村有车”，在现
有垃圾收集车的基础上，配置湿垃圾
专项收集车，实行分类收集。她介绍，

垃圾分类，让崇明区分出了“好环
境”，异味蚊蝇减少；分出了“好效
益”，不少农家乐干净整洁，收入提
高；也分出了“好习惯”，居民们从“要
我分”变成了“我要分”。

静安区宝山路街道 ! 街道办
事处主任胡建文坦言，他们建立了
一套“街道主导、居民自治、社会参
与、各方协同”的模式。街道每年召
开垃圾分类动员和总结会，定期请
居民区党组书记和街道干部参加例
会，将垃圾分类纳入“路长制”考核；
街道以各小区业委会为骨干，组织
成立了一支 $&& 人的志愿者队伍，
针对不符合分类要求的业主，耐心
讲解、示范，对分错的垃圾重新分

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环保组
织，培训居委干部、业委会成员、志
愿者和保洁员；与银行合作，开展形
式多样的积分兑换活动，吸引更多
居民参与。

松江区泖港镇 ! 副镇长徐春元
介绍，所有小区和农村垃圾房都实施
了标准化改造，源头分类容器、运输
车辆配置到位，干垃圾进入区级处置
物流，湿垃圾处置做到“一镇一站、一
村多点”；新建村标准化垃圾分类投
放站、湿垃圾生化处置站、田头积肥
池、废品回收交投站、酵素制作工坊
……泖港镇还组织成立了指导员、志
愿者、保洁员三支队伍，挨家挨户上
门宣传垃圾分类。

! ! !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静安区扬
波小区业委会委员戴海宝老先生的
开场白。在昨天的座谈会上，梅陇三
村居民区、尚浦名邸物业公司和扬波
小区业委会的代表各抒己见，分享了
来自垃圾分类“最后 *&&米”的经验
和教训，最终建议都落脚“立法”与
“监督”。

!红蓝榜"监督业主
物业是垃圾分类的“第一道防

线”，若尽心尽责、积极性高，分类工
作就能有力推动。杨浦区尚浦名邸的
物业公司代表叶飞介绍，小区共有
!,%户居民，自 "&*%年 +月开始实
施垃圾分类，至今分类投放准确率已
达 !&-以上。

他透露，物业在每栋楼的大堂设
置“红蓝榜”，有效激发业主的自尊心
和荣誉感，起到了明显的监督作用。
榜单上，红星代表干湿分类做得好，

蓝星代表湿垃圾中混杂少量干垃圾，
黄星则代表干湿基本不分。“有些业
主看到自家得了黄星，觉得很没面
子，甚至偷偷抠掉，有的还会配合物
业和居委一起做邻居工作。”

!绿主妇"巧用厨余
徐汇区梅陇三村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尚艳华表示，要提升居民回收
厨余垃圾的热情，打通循环回路非
常重要。“我们在垃圾房边建立厨余
资源回收站，让居民看到发酵过
程，知道发酵桶定期会运往肥料
厂，带他们参观用厨余有机肥种植
的蔬菜大棚，还能通过积分兑换吃
到绿色健康蔬菜。这样，居民们的参
与热情就高了。”

小区去年 .月起设置厨余回收
点，目前每月可回收厨余垃圾 %+&&

公斤。“由厨余垃圾制成的，都是黄绿
色精品。已有 ,家农场和 '家肥料厂

对制成品很感兴趣。”尚艳华建议，把
家庭废弃物分为“资源”和“垃圾”两
类，厨余垃圾等湿垃圾最好做到就地
消纳。

期待分类!禁燃令"

垃圾分类并不简单，各家小区都
有难处，政府支持、法律保障、社会宣
传缺一不可。

扬波小区 $年前开始实施垃圾
分类，细分达到 !类，“扬波模式”吸
引很多社区来参观学习。可小区仍
然面临“短期容易，坚持很难”的窘
境。“开始轰轰烈烈，居民积极性很
高，一段时间就退步了，变成业委会
的事。”戴海宝认为，要保证分类工
作持久有效，还得靠立法。“一些分
类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往
往比较健全。在上海，交通大整治和
烟花爆竹禁燃令成效显著，也是因
为有法律保障。”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支持多践行少 实施方案指明方向

! !本报召开!上海普遍推行 垃圾分类座谈会"!呼唤更多市民参与

人人都可成为一颗环保种子,管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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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垃圾分类的道理人人都懂，操
作人人都会，但要真正形成自觉意
识，并落实到行动，却不容易。”新民
晚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朱国顺的
观点，引起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副局长唐家富的共鸣。“做一阵
子容易，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坚持分
类，很难。”
推广确有难度，如何破题？“先要

想清楚‘为了谁’。生态环境好了，人人
得利。做好垃圾分类，不是为别人，而
是为自己。我们应该先从身边每一次
简单分类做起，不要总想着推卸责任，
坐而论道。”唐家富指出，建立全程分
类体系、健全各项设施、完善政策法
规、普及分类观念……每项工作都要
有足够耐心，任重而道远，必须脚踏实
地、持之以恒，并结合“精细化管理”的

理念，根据公共场所、居民区的各自特
点，因地制宜地推广。“上海需要更多
践行者身体力行，而不是旁观者指手
画脚。”
“主流媒体有责任做好持续宣传

引导，配合有关部门的奖惩制度，帮
助全社会加快培养‘垃圾分类从我
做起’的意识。”朱国顺认为，市民的
文化程度不尽相同，想让所有人都
学会扔垃圾，还需要容易操作，“垃
圾桶上的图示和文字是否通俗易
懂，各处分类设施的划分标准是否
统一，都直接决定了分类效果。”此
外，分拣、收运、处置等各环节要密
切配合，朝着相同目标，拧成一股
绳。“围绕‘意识’‘易做’‘一体’三个
关键词，大家共同努力，定能推动垃
圾分类工作更进一步。”

区!街镇职能部门""" 硬约束软引导 多管齐下推动分类

全程分类 全面支撑 全民参与

本报近期推出系列民生调查
“三问申城垃圾分类”，从“小区推
广难”“协同遇障碍”“对标找差距”
三方面，寻求申城垃圾分类难题的
破解之道，在行业内和社会上引起
了热烈反响。
上海已经打响生活垃圾全程分

类的攻坚战，如何真正把分类落到

实处，让广大市民切切实实养成好
习惯？本报昨天下午召开“上海普遍
推行垃圾分类座谈会”，请来市、区
和街镇各级职能部门代表、市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公司、环保组织和市民代表近
20人，大家畅所欲言，共同为这项
“最困难的简单工作”支招。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缺约束少激励 加强立法适度收费
! ! ! !经过多年宣传，上海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的概念已被市民普遍接受，但
推进成效还不明显。在座谈会现场，
市人大代表顾立军和市政协委员安
翊青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制度执行碎片化
顾立军代表介绍，市人大宝山代

表组 "&*+年曾调研浦东、静安、长
宁、宝山、嘉定、松江的 '"&个全市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发现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工作存在两大问题：缺乏有
效法律保障，湿垃圾处置关键技术不
力与设施不足。
他指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法则，对
市容以外的其他部门约束有限。然
而，相关工作涉及众多部门，导致制
度执行呈现碎片化，效果不明显。此
外，上海还没有湿垃圾处置设施的系
统布局和顶层设计，造成湿垃圾处置
能力跟不上产生量。
顾立军建议，要加强人大立法，

为垃圾减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
时，合理布局湿垃圾的处置设施，建
立智能运输处置一体化系统，利用
/01地理信息系统和物联网建设成
果，联通湿垃圾产生、收集、运输等通

道，构建全市湿垃圾分类运收信息数
据库和调度中心。

服务管理两手抓
安翊青委员认为，如果垃圾后端

处理跟不上，前端分类再合理都会功
亏一篑。“后端处置各项成本中，开销
最高的是物流环节。很多企业不太积
极，关键是激励不够。”她建议，适当
减免垃圾处理企业的税收，同时研究
再生资源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
外，可尝试引进日本、欧洲等垃圾分
类处理先进国家的企业进驻上海。

在提高服务的同时，也要在管
理上下功夫。安翊青指出，垃圾分类
制度不够健全，关键是缺乏刚性约
束。在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和地
区，居民们往往都要为自己制造的
垃圾买单。“比如，法国对生活垃圾
收费包含在地产税里，居住面积越
大，缴税越多；美国许多城市向居民
征收分类垃圾费；瑞士部分城市采
取定额收费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
垃圾费则随袋征收。”安翊青建议，
上海也可以适度征收垃圾处理费，
“金额不用很高，主要是为了加强居
民们的垃圾减量意识，并逐渐转化
为日常习惯。”

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 短期易坚持难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

! ! ! !“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只有开始没有
结束。不管做了多少年，都必须持之以
恒，来不得半点放松。”马晓璐所在的上
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多年来
参与推动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共和新路
街道、彭浦新村街道、北站街道的垃圾分
类全覆盖工作，擅长为社区提供专业的
“垃圾分类工具包”，包括各种培训教材、
教案、视频、游戏和海报等。
“我们希望居民们争当垃圾分类的

支持者和践行者，人人都可以成为一颗
环保种子，有责任管理好自己产生的垃
圾。”马晓璐介绍，环保组织通过建立一
套完整的管理培训机制，把互不相识的
居民们聚集起来，共同商议小区的垃圾
分类对策，既有助于推进分类工作，又能

加强情感交流和信任。
她透露，推广过程中最常遇到的障

碍，并非居民不接受，而是物业和居委会
等合作伙伴不配合，“只要他们的认知和
决策及时调整，大家目标一致，分类工作
就会推进得更快。”

另一家垃圾分类环保组织的代表
田冠雄来自上海惠众绿色公益发展促
进中心，是上海“绿色帐户”的活动载
体和实施平台。“推行这一激励方式的
目的，是希望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垃圾
分类，从源头减量。”田冠雄说，今年计
划推出“绿色账户积分兑换大篷车”活
动，将车辆驶入社区；还会铺设更多自
动兑换机，为居民提供便捷多样的注
册、积分和兑换渠道。

环保组织"""

有开始没结束 管好垃圾人人有责

市民代表"""

进课堂入企业 末端处置技术创新

" 垃圾分类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居民将不同的垃圾投入对应的垃圾箱里 杨建正 摄 " 将干或湿垃圾的二维码贴在垃圾袋上

" 志愿者回收废旧衣物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 ! !近日# 新民晚报刊发的

系列民生调查 $三问申城垃

圾分类%引发广泛关注#而新

民晚报官方微信同时发布的

配合报道也在微信端得到了

广大读者的热烈反馈&在!你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了

吗' "的互动投票中#有 #$%

的网友表示已在参与垃圾分

类#有 &'%的读者表示有时

会进行分类#但仍有 &(%的

网友坦陈还未开始实施分

类#占比最高&

此外，三篇报道留言区的上
百条讨论更显热烈。许多读者对
垃圾分类表达了支持，微信名为
“234456789:;”的朋友就热情洋
溢地表示，“为了整洁，为了健
康，为了生存，为了蓝天白云，为
了子孙后代，为了民族强大的未
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地清
理垃圾！”当然，更多读者还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

!王小白"!倞倞"等几位网友

都提到了垃圾分类应从幼儿园阶

段就开始普及#学校里教$考卷里

考#使分类观念深入人心%

网友!阿俊"直言!立法!罚

款很重要"&!胜平王哈哈" 点出

!不仅仅是环保问题# 更是法治

短板#期待两手抓"#显然他们都

注意到了有法可依的重要性%

同时还有颇多读者提到了

环卫车在垃圾转运环节中的分

类缺失问题#网友!红烧渔夫"直

言不讳'!居民分好类了#垃圾转

运车是否分类( "!清风灵云"更

伤心地表示'!亲眼看到我辛辛

苦苦分类的垃圾被环卫大叔一

同倒进了环卫车))"

此外#网友!陶薇元"表示垃

圾桶应放大分类物图片#使居民

一目了然&!贾滢澜"则建议推广

厨房水槽搅拌器#把厨余垃圾直

接冲走&!肚子凉" 还提了个思

路#!让厂家在包装上做好分类

提示#老百姓用后就知道该怎么

扔"% ))

读者!张勇"更从方方面面

总结'!不分类投放的居民要罚

款# 不分类收集的小区要禁收#

不分类转运的企业要取缔#不分

类处置的终端要改造#不分类辖

区的管理者要追责% "

大家的建议有否可行性另
当别论，但对垃圾分类这项身边
的事确实有很多话要说、很多话
可说。希望通过本报的系列报道
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垃圾分类
的重视和支持，毕竟建设一个整
洁、美丽、可持续的上海是我们
每个城市居民的共同愿望。

（新民晚报新媒体 何迪）

垃圾分类难"

网友有话说#

" 环卫工人在清运湿垃圾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