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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的颜色越来越多，分的类别也越来越细，
上海垃圾分类正在翻出“新花样”。临近岁末，本报记
者走访沪上多个小区、街镇和垃圾处理站，发现随手
分类垃圾已渐成不少市民的“新习惯”，成为城市生活
中一道“新景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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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垃圾分类全程分类体系建

设效果明显。目前，全市湿垃圾分出

量已达4400吨/日，“两网融合”可

回收物资源化利用量1100吨/日。

4400吨
每天分出

全市已完成9700余座分类垃圾

箱房和分类投放点的规范化改造，实

现了一批批垃圾分类达标和示范居

住区。全市有近50个街镇积极参与

了垃圾分类达标街镇创建。

767辆
湿垃圾专用车

本市已配置湿垃圾专用车 767

辆、干垃圾专用车约3000辆、有害垃

圾专用车15辆。相较去年，湿垃圾专

用车增加约300辆、干垃圾车减少约

200辆，有害垃圾车增加 15辆，湿垃

圾增量与干垃圾减量对比明显。

垃圾八分类
#

养成!新习惯"

! ! ! !闵行区梅陇镇的普乐二村，有座沪上首
个“八分类”智能垃圾桶。上周，记者来到小
区，八个垃圾桶分别标注着干垃圾、湿垃圾、
有害、废纸、废玻璃、废旧纺织物、废塑料和其
他可回收物，按本市规定的标识和颜色进行
区分。居民只要刷一下绿色账户卡，箱门就会
缓缓降下。为防止夹手，垃圾桶投用后加上了
红外线感应装置。由于湿垃圾必须破袋，边上
还加装了洗手池。
“既然做了（垃圾分类），就做好它。”居民

张阿姨一边抖尽湿垃圾袋中的垃圾，一边对
记者说，“本来所有垃圾塞在一个袋里，现在
要分两个，确实是麻烦的。我家厨房只有两三

平方米，没地方放桶，就拿一只碗装湿垃圾。”
张阿姨坦言，刚开始感觉挺烦，但慢慢也成了
习惯。细心的她，还对废玻璃回收桶提出了意
见：“我不敢把玻璃瓶丢进去，一丢进去就碎
了，收运的人容易弄伤手。现在大家都把瓶放
在地上，最好改进一下。”

像张阿姨这样已将分类视为“习惯”的居
民，在这里还有很多。小区共 !"#户居民，按
每 $"%户分出一桶湿垃圾的比例，每天应“出
产”湿垃圾约 &桶，但如今每天能分出 $'"桶

至 #桶。“启动才 (%天，分类率已超过 #%)。
一个月后超过 *%)。现在 +%),-%)的常住居
民可以自觉分类。”工作人员说。

普乐二居书记徐瑞芳表示，智能垃圾箱
随着“美丽家园”改造在小区落户，!月 &+日
起投用，!%名志愿者每天坚持宣传引导。“一
开始确实有居民不理解，志愿者就告诉他们，
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我们还组织居民参
观老港，回来后大家觉得垃圾分类真的很重
要。”她说。

排队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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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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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新场馆"

废物箱变智能 科学归类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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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的!四分类"智能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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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用

标准分类垃圾

袋和垃圾桶

杨建正 摄

! !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

齐玉梅表示#今年上海更注重垃圾分类!整区

域推进"$ 松江%崇明%静安%长宁%奉贤%杨浦

等六个整区域推进区进展较快#崇明岛%程家

桥街道%虹桥街道%青浦重固镇成为优秀!片

区"$垃圾分类在沪上的推进#已开始!连点成

片"#出现了一片片!小风景"$

而在两网融合建设方面# 今年本市出台

了 &上海市两网融合回收体系建设导则 '试

行()形成由 !!家企业参与的市场主体格局$

市民交投废品更便捷# 而废玻璃等低值可回

收物的回收利用度也有提高$ !智能回收箱是

一种探索#目前两网融合网点中#约三分之一

采用了智能回收箱的形式# 也很受市

民欢迎$ "齐玉梅介绍$

湿垃圾

已经改造

垃圾箱房

9700余座

3000个
“两网融合”

网点

约

! ! ! !在密云路 !((弄林云小区，(( 月来了个
“新玩意”。一台积分兑换机出现在新改建的垃
圾箱房边，扫一下积分卡，就能靠“丢垃圾”换
到纸巾、肥皂等日用品。
居民徐茵在机器上操作后，查到自己卡里

有效积分有 #%分。虽然还不够兑换礼品，但只
要持之以恒地分类投放，从兑换机里拿到奖励
指日可待。“现在每晚丢垃圾都要排队了呢！”
徐女士说，由于大家对智能式垃圾桶的操作还
不是最熟练，加上分类后每人要投放至少干湿
两袋垃圾，有时还要投放几种可回收物，因此
“排队扔垃圾”已成为了小区“新景观”。

这里的智能垃圾桶也是扫卡开门，主机屏
幕上有投放类别。记者点击“纸张”，丢进几张

硬板纸后，显示 %'&!千克及相应积分。在
有害垃圾桶里，废电池、遥控器、药片、打印
机耗材、灯泡灯管等分几格回收，但无需称重。
数据显示，自 ((月起该小区的垃圾分类居民
参与率已达 #*'"#)。
曲阳街道垃圾分类专职干部顾阿霖说，林

云小区的垃圾分类比以前更精细化，从干湿分
离推进到了“四分类”。以前低值可回收物没人
愿意收，高值回收物的回收形式又很松散。如
今，有了传统.高科技的共同推动，可回收物找
到了更能“发挥余热”的新模式。

! ! ! !在推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科普宣传教
育如何更新更软更有创意，也是各级部门始
终在动脑筋的方向。

最近，闵行区罗阳中学和罗阳小学的师
生们，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上了一堂垃圾
分类课。原本以为臭气熏天的梅陇镇湿垃圾
中转站里，隐藏着一个颇有童趣的科普室。用
可回收物做成的凳子，拉开就像一个手风琴
风箱，上面坐几个 &%%斤大汉一点问题都没
有；用易拉罐、瓷砖、雪糕棒做的汽车、火车及
房屋模型，也令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湿垃圾

从分拣、榨水到发酵、出成品的全过程，也可
以在这里“一站式”观摩。

这座湿垃圾中转站去年底建成，每天处
置梅陇镇约 &%吨湿垃圾。今年，这里被升级
成了本市街镇层面首个利用垃圾处理站打造
的科普馆，加入了科普长廊四色可回收步道、
可回收再利用产品展示区等，面向社区开放。

此外，上海还尝试了一些“时尚”的推广

方式，比如在微信斗图中添加宣传垃圾分类
的悠嘻猴表情包、开发“我是垃圾王”桌游。在
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上，多条线路的点标均
设垃圾分类的游戏环节。此外，上海市废弃物
管理处分别在“垃圾去哪儿了”和“绿色上海”
两大微信公众号上线“生活垃圾怎么分”小工
具，只需在查询框内输入物品名称，就能知道
应扔到什么垃圾桶里。

全市已完成“两网融合”回收服务

点建设约3000个、中转站建设100余

个。全市两网融合的市场也在不断成

熟，形成了由11家企业参与的市场主

体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