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尚垃圾分类

! ! ! !为促进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今天的发
布会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了《上海
市餐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
录》，要求自 !月 "日起，本市餐饮服务者不
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筷子、调羹、叉子、刀这
些一次性餐具。
本市范围内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是用餐

过程中餐具的提供者，也是限制和减少使用
一次性用品工作的责任主体。在不主动提供

的同时，餐饮服务提供者应根据《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规定，做好餐具清洗消毒，确保食
品安全。市场监管局将重点加强对一次性餐
具使用情况的专项执法检查，对于发现违反
《条例》规定，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将严格
依法查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采用在就餐场
所张贴消费提示或其他方式，引导消费者减
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消费者也可拨打 "#$%&、
%#$$%等电话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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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旻矣

! ! ! !下周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
施行。目前全市准备情况如何？混装混运现象是
否存在、如何规范？不“一刀切”的定时定点投放，
如何推进？宾馆里“六小件”不主动提供，怎么解
决住宿客人的实际需求？物业是分类投放责任
人，但很多企业存在困难，又该怎么办？……
今天上午，垃圾分类新闻发布会在市政府召

开，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出席并介绍本市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准备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要为全市居民点赞
黄融介绍，在去年长宁等 '个区实现“整区

域覆盖”的基础上，今年全面推动“全市整区域覆
盖”。首批 %(个示范街镇创建成功，浦东等 %%个
区申请创建“示范区”。目前，分类实效快速提升，
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 $$%#吨)日，湿垃圾分出量
已达到 '%'*吨)日，干垃圾焚烧及湿垃圾资源化
利用能力达到 #+*$&万吨)日。今年 *,&月，全市
随机抽查 #!--个住宅小区，“宣传告知、设施配
置”规范率达 '.+&/，“五有”达标率达 .!+*/。
“这里我也要为全市居民点赞。”黄融说。

离《条例》正式施行只剩 $天，分类“硬件”都
准备好了吗？目前全市已改造了 "+$万个分类投
放点，完成率 !&/，更新完善道路废物箱标识 *

万余只。分类收运体系也基本形成，全市配置及
涂装湿垃圾车 0(.辆、干垃圾车 $%$&辆、有害垃
圾车 *0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 $.辆，建成可回
收物回收服务点 '%-'个、可回收物中转站 %.%

个、集散场 '个。同时，生活垃圾处置利用能力稳
步提升，干垃圾焚烧能力已达 %+0$万吨)日，湿垃
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已达 &-&-吨)日。

建立双向监督机制
此外，本市已明确了 %(项《条例》配套制度，

宾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目录、餐饮行业不主
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用品目录、公共机构限制使用
一次性用品目录、垃圾分类目录及投放要求、生
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办法等制度文件陆续出台。
《建筑工地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违
法行为查处规定》等配套文件也已制订。
为了确保《条例》施行，本市已建立“不分类、

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的双向监督机制，基本
建成覆盖分类运输、分类中转至末端处置的全程
信息化监管平台。垃圾分类执法检查力度也空前
加强，今年 %月 %日到 '月 .&日，全市城管执法
部门共开展执法检查 %+$0万余次，依法查处违
规案件 %..*起，教育劝阻 %$!$0人次，督促整改
!(..起。

加快末端处置建设
下一阶段，全市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

是加强科学管理，坚持系统推进。注重党建引领，
将垃圾分类与基层社会治理、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精神文明创建等工作相结合。推进达标（示
范）区域创建工作，力争居住区分类达标率达到
!-/以上。'月底、%.月底将公布 %'个区及 .%&

个街镇的考评结果及排名。
二是加快建成分类收运体系，完善长效机

制。全面完成《条例》各项配套工作，基本完成全
市 %+!万个居住区分类投放点改造，可回收物回
收服务点达 (---个、中转站达 %!-座。加快生
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建设，到 .-.-年全市
垃圾焚烧能力达 .-(--吨)日，湿垃圾资源化能
力 !---吨)日。
三是营造社会氛围，促进习惯养成。通过“面

对面”告知，完成全市 (--余万户市民入户宣传，
落实垃圾处理设施公众开放日制度。全方位引导
社会参与，扩大垃圾分类志愿者、社会监督员队
伍规模。

! ! ! !发布会上，市绿化市容局、市司法局、市
文化旅游局、市城管执法局和市房管局相关
负责人共同出席，对一系列市民关注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

混装混运可举报
比如，市民普遍担心垃圾分类后被混装

混运，目前是否还有这种情况，条例又将如何
规范和应对？对此，市司法局局长刘平表示，
《条例》专门对这分类收运和处置环节进行了
规定，明确了分类收集和运输的方式，比如可
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定期预约收集，湿垃圾
每天上门收集运输，干垃圾也定期收集运输。
在运输方面，运输车辆和船舶均为专用，有专
门标识，并实行密闭运输，禁止混装混运。同
时，对收运单位也实行严格管理，分类收运情
况将纳入企业信息管理。
绿化市容局则表示，确有市民发现物业

或环卫存在混装混运，将从建设、管理、监管
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加强各类收运和
分类处置单位的监管，对五个环节建立双向
监督机制，通过“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
置”及量化考核等机制，两头紧逼，努力杜绝
混装混运。同时，联合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执法
抽查，并公开选拔生活垃圾分类监督员，对全
市进行检查，并邀请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共同监督。市民也可通过 %.$*&热线或
“垃圾去哪儿了”公众号进行举报。

投放方案要合理
又如，针对“定时定点”如何因地制宜地

实施，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表示，市民
反映问题主要是“时间不合理、点位不合理”，
因此必须做到“一小区一方案”并充分与居民
沟通，“比如夏天晚上吃西瓜，定到 !点半合
理吗？”同时也要满足“00'”和老年人等的个
性化需求，并通过安装监控、设置“误时投放
点”等方式方便上班族扔垃圾。

而对于厨余垃圾粉碎

机，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表示，厨余垃圾
粉碎机主要在欧美、日本等国家使用，可以粉
碎并直排入下水道。但能否在上海推广应用
还需考证，比如可能加剧河道污染。此外，受
饮食习惯的影响，厨余垃圾的大量油脂容易
凝结在管道内，造成沉积，产生的沼气和硫化
氢会增加管道风险。因此，目前不鼓励家庭使
用厨余垃圾粉碎机。今后将加快调查研究，对
垃圾粉碎机的使用提出指导意见。
《条例》明确了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是垃圾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但从现状看，很多物业
企业在履行义务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
题，有关部门会如何推进？对此市房管局表示，
已颁布通知，进一步细化业主、物业责任人和
环卫的责任。针对部分物业企业的畏难情绪，
将进行专题培训，并召开全覆盖培训大会。

!六小件"目录或增加
宾馆里的牙刷等一次性日用品“六小件”

取消主动提供后，如何解决住宿客人的实际
需求？对此，市文旅局副局长金雷表示，“不主
动”的含义为，不主动在房间摆放，一定要有
客人明确的表达意思后才会提供。此外，在客
人表达了需求后，可采取送货上门、客人到指
定地点领取等方式提供。此外，目前发布的是
.-%0年版本的“六小件”，随着时间推移，目
录可能增加，也鼓励酒店在源头减量方面，提
出自己愿意增加的品种。

夏天到了，“不分类，不收运”的机制是否
会影响市民生活？对此，市绿化市容局解释称，
监督机制将按“先企事业单位再居住区，先点
上试行再面上铺开”的方式进行。拒收必须经
过三阶段：发现,告知,要求改正,托底收运；
再次发现,告知,拒绝收运；落实整改,恢复
收运。同时，会将信息纳入生活垃圾全过程管
理信息系统，通过分类投放质量监督 122等
智能化手段，及时采集垃圾混投行为信息以
及要求整改或被拒绝收运的单位、居住区信
息等，以大数据手段加强部门信息沟通。

倒计时 !天!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午披露垃圾分类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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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已进入倒计
时，不仅政府要做好准备，市
民也同样应该如此。今天，上
海市质量协会发布了《生活
垃圾分类系列调查———垃圾
分类你准备好了吗？》公益调
查报告，上海市民对垃圾分
类的知晓率很高，但对“干湿
垃圾”如何区分仍易混淆。

焦点
知晓率!"#$%

本次调查于今年 &月中
下旬开展，是上海市质协用
户评价中心连续第二年对垃
圾分类开展调查。结果显示，
本市市民对《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的知晓度达
0(+!/，'&+!/的市民知道个
人混投垃圾可被处以 &-,

#--元的罚款。
去年调查中，小区有标

准四分类桶的仅占 #%/。今
年，(-+#/的受访者所在小
区已设有四分类桶。近六成
市民表示投放点有志愿者指
导，!*+!/的市民表示小区
已实行定时定点投放。
在单位分类方面，超八成的受访者称

单位或所在楼宇已开展垃圾分类，其中“餐
饮”“医院”和“政府机关、行政办事场所”位
列前三。
此外，学校已成为垃圾分类的重要宣

传阵地。0%+0/的家长反映孩子有垃圾分
类投放的意识，其中 *,%#岁意识最强。

混淆 准确率 &'%

调查发现，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标准
还有一定混淆。比如部分人不知道干湿垃
圾不是按含水量来区分的，而是按是否易
腐烂来分的，因此湿巾纸、餐巾纸、尿不湿
都属于干垃圾。

调查人员还请受访者对废荧光灯管、
过期化妆品、废玻璃、蛋壳、陶瓷碎片、使用
过的尿不湿、一次性餐盒餐具这 !种生活
垃圾分类。一次性餐盒餐具的准确率最低，
仅 %*+#/，有六成市民不知道尿不湿是干
垃圾。虽然与去年比，分类准确率已有明显
提升，但仍存进步空间。

对于“湿垃圾破袋”的要求，*'+0/的
市民能做到，但也有 *(+%/的市民将垃圾
袋一同扔进湿垃圾桶，年龄越大，“破袋践
行率”也越高。
此外，很多上班族和年长者表示在配

合“定时定点”时有困难。主要在于投放时
间和作息时间不匹配、点位设置不方便、早
高峰排队检查垃圾可能会影响上班、高龄
老人不方便下楼扔垃圾、错过投放时间后
若垃圾积压不利于环境等。

目标 参与度 ()*+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报告也给出了
建议。比如，“定时定点”应加强基础调研，
通过实地勘察、问卷调查、专业咨询等，掌
握小区日均垃圾产生量和收运方式、居民
接受度以及保洁员和志愿者配置情况，增
强居民的参与度。
报告认为，我国在垃圾分类工作上起

步较晚，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积累了很
多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德国是世界上首
个为“垃圾经济”立法的国家，采取“连坐”
惩罚来敦促分类。日本采用“源头精细分
类、全流程高质量处置”模式，并且关注细
节。瑞典的垃圾回收再利用比例高达
00/，甚至每年要通过进口垃圾进行焚烧
发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