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月 "#日起，广州探索实行“垃圾袋
实名制”，实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所谓
“垃圾袋实名制”就是把试点小区垃圾费
随专用垃圾袋征收，居民垃圾多就多付
钱，垃圾少缴费就少，甚至还可获得奖励。
这些专用垃圾袋也将贴有防伪标签，并在
袋上标明区、街道、社区以及房屋编号，一
个编号对应一个家庭。如没有做好分类，
执法人员可根据垃圾袋编号追查到扔垃
圾的居民个人或家庭。

上海市政协委员杨逢珉曾递交了一
份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提案，对广州的做
法，她表示了忧虑：“能保证居民把垃圾都
装在专用袋里吗？如果垃圾‘赤膊’乱扔怎
么办？”收费模式必须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出台，也需要居民自发、自觉和自愿配合。

杨逢珉说，“绿色账户”从“激励”到
“约束”的进程中，的确容易产生让居民
“转不过弯”的问题，但就目前而言，这是
个较好的起步模式，“不妨先养成习惯，再
淡化换物概念，实施收费，一步一步来。”

在“如何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
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采用收费和监督并行

的方法。日本就对生活垃圾实行按量收费
制，将垃圾处理成本打入指定垃圾袋的销
售价格中，对不按规定排放垃圾的市民，
有关部门会派人上门拜访和说服。

台北是通过各种经济调控的手段逐
渐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理念。台北规定市民
弃置垃圾必须付费购买专用垃圾袋，但资
源回收物可免费交给环保部门回收，并配
套出台相关的减免规定和奖励措施。同
时，市民间也有监督机制存在，如果市民
发现有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现象，可向环
保部门检举。对于检举行为，经查属实并
处以罚款者，将实收罚款的$#%奖金给检
举人，并对检举人身份予以保密。
“随袋征收”计划也是逐步深化的，分

为宣导、劝导、执行三个时期。宣导期间，
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垃圾包由清洁队贴
上“违规”标签统计后收运。劝导期间，未
购买垃圾袋的垃圾包由清洁队贴上“未付
费”标签统计后亦予收运，并劝导民众付
费清理垃圾。执行期间，未购买使用专用
垃圾袋的垃圾包，清洁队要求住户购买专
用垃圾袋盛装后方予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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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服务中心大门紧锁
近日，新民网记者来到了位于浦东新区

潍坊街道的地球家园环保服务中心。这个环
保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获得多方认可，回收
的废弃物涵盖了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
属四大类生活垃圾。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上门
向居民发家园卡、回收废弃物，并指导居民如
何对垃圾进行分类。居民交出的废弃物全部
变成家园卡上的积分，居民凭积分可以到专
设的超市里换购饮料等日常用品。

不过，记者在现场发现，此处如今已是
“铁将军”把门，中心内的设施仍然在，却不见
工作人员。几辆绿色的回收车停放在回收点，
专设的超市也已关门。玻璃门上贴有街道发
出的告示，称该服务中心目前正在办理退卡
业务，居民可把家园卡退掉。

记者从该机构所属的上海地球家园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了解到，该公司称目
前正在调整内部门店及整合人员，各项运作
均正常，服务中心并未停业。但记者挨个拨打
该公司网页上的电话，却发现已全部停机。另
外，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并未
注销。而潍坊街道表示，由于上海地球家园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行出现状况，所以服
务中心兑换活动暂停，至于是否会恢复运营、
何时恢复等问题，街道表示并不清楚。

“入户分类”很难真正做到
对于服务中心的关闭，作为家园卡首批

用户的蔡女士认为“很可惜”。她说，从服务中
心开始运营，自家的可回收垃圾就都交给了
服务中心，“因为方便，一个电话就能上门，而
且正规，带着 &'(机，称重也不缺斤少两。”蔡
女士表示，对于这种新模式小区居民参与度
挺高，“哪怕不给积分，也应该支持。”

地球家园环保服务中心推行的“绿色账
户”能否继续下去？王辉是“热爱家园”的核心
志愿者，她说，最早参与的“绿色账户”项目是
闸北区宝山路社区文化中心附近的一个活动
点，活动开展至今已有)年，虽然居民在每次
活动时都能拿着可回收物品前来兑换，但是
很难真正做到“入户分类”。王辉称，她参与过
*个小区的垃圾分类项目，但是大多数的居民
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绿色账户”，只是认为环
保组织有利可图，以物换物罢了，“甚至有的
居民觉得我们和收废品的没什么不同。”

王辉坦言，如今的激励措施有些走入歧
途，“一些人为了达到分类的效果，去询问居
民想要什么样的兑换礼物，以此刺激居民多
兑换。”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让居民自己愿意
分类。王辉认为，实物鼓励只能作为初期介入
的手段，却不能长期实行，这会使一部分居民
产生趋利性的想法。

扬波小区推动分类靠宣传
闸北区宝山路街道扬波小区是上海垃圾

分类的“品牌小区”。提到绿色积分，居民姚女
士表示：“周末会有人来的，不过不会特地去
换礼物，平时的瓶瓶罐罐都会扔到小区专门
的垃圾桶。”如果以后取消了“绿色账户”怎么
办？记者问。姚女士回答说：“该分的垃圾还得
分，为了环保嘛。”

扬波小区物业经理沈国强介绍，小区在
推进垃圾分类之初，就是以环保、低碳为主要
理念，激励机制对先期的科普宣传有一定帮
助，但不能重推，重点在于将生活垃圾分类的
环保理念“根植”到居民的心里，让他们认同
这种做法。沈国强坦言，如果居民养成了换物

的习惯，一旦不能换物了，垃圾分类就很难持
续下去。

扬波小区业委会主任戴海宝表示，小区
在推行垃圾分类时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如开
业主会议、中秋晚会宣传、给钟点工上课、发
征求意见表等等，以此增强居民的自主意识。
“绿色账户”是否真的会走上歧途？其创

始人孔令韬认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程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需要 "#年、甚至 $#

年的时间才见效，所以在推进初期需要通过
激励模式先推广环保的理念，让市民的分类
意识“先跑起来”。

至于是否会让居民依赖礼品，孔令韬表
示，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绿色账
户”一直致力于淡化兑换礼品的模式，“过程
要一步一步来”。今年 )月份“绿色账户”推出

“积分种树”的活动，参与“绿色账户”的居民
和企业，可以凭借账户积分换取在内蒙古自
治区种一棵树，活动至今已种了百余棵树。未
来，孔令韬计划发起“爱心积分捐赠”的活动，
让市民把账户积分捐赠出来，换取书本、文具
后捐赠给民工子弟学校。孔令韬希望可以通
过这些活动，逐步淡化甚至消除换物意识，更
环保、更有意义地使用这些积分。

在沪上试行了三四年的“绿色账户”目前情况如何？
新民网记者到一些社区采访后发现———

垃圾分类光靠兑换礼物难以持久
新民网 袁蓉

如何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涉及“激
励”和“约束”两种方法。说到“约束”，市绿化
和市容部门曾表示“在生活垃圾分类上，收费
问题难以回避”。上海一直在积极研究国内外
生活垃圾收费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同时考虑

到上海的垃圾处理成本以及居民收入等因
素，探索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的办法。

而“激励”方面，其实不少民间组织和环
保公司动了不少脑筋，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
试行“绿色账户”、环保积分等以物换物的激

励模式。不过，不少环保组织人士、小区物业
人士和居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可持续
的垃圾分类，容易“误入歧途”。
新民网记者近期到一些社区采访“绿色

账户”的试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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