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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称， 将在朝阳区等地设立垃圾 “分类分质分时”
试点， 同时还将探索设置垃圾 “不分类、 不收集” 惩戒试点， 促进居民源头分类。 2010年起，
北京开始在全市逐步推行垃圾分类。 过去6年， 本市以城镇地区分出厨余垃圾为主， 推进居住
小区垃圾分类达标试点， 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 运输、 处理的系统建设。 市城管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 垃圾分类已经迎来量变到质变的契机， 并将开始升级版。 作
为城市的一员， 垃圾分类， 你真能做到吗？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你你真真能能做做到到吗吗

家庭垃圾大多随便扔
“厨余垃圾、 其它垃圾……

我这个应该是厨余垃圾！” 站在
楼下新换的垃圾桶前， 雷女士拎
着垃圾袋思考了几秒钟， 将垃圾
扔在了最右边的垃圾桶中。

雷女士家住团结湖某小区，
在这里居住几十年了， 经历了从
最初垃圾倒入楼道的垃圾道， 到
后来垃圾扔在楼外指定位置， 以
至现在最新更换的分类垃圾桶。

“每天收垃圾的时候， 就会
想 ， 北京每天得产生多少垃圾
啊！ 一个家庭的垃圾就这么多。”
雷女士说， 自家在厨房专门设有
垃圾桶， 厨余垃圾都倒在这里。
每次倒垃圾时， 也会把厨余垃圾
扔进专门的垃圾桶。 不过对于水
瓶、 纸板之类的垃圾， 并没有特
别分类， 都是随有随扔， 直接扔
进其它垃圾的桶里了。

“以前也卖过废品， 但是有
一次发现收废品的认为是旧书，
就少给了5公斤的分量， 觉得他
们太黑， 就不收集了。”

对于在厨余垃圾的桶内还能
看到一些明显的其它垃圾， 比如
木板、泡沫塑料、锅、水壶甚至皮
鞋等，雷女士表示“没法儿说”。

垃圾分类后又被混一起
家住和平里某小区的张先

生， 早在几年前， 家里就被分发
了厨余、 可回收、 其它3个不同
用途的垃圾桶， 但如今， 这三个
垃圾桶的用途， 张先生已经说不
清楚了。

“就是觉得发了几个垃圾桶
特别方便， 放在不同的地方装垃
圾，但是也没特别分类过。比如客

厅的垃圾桶，里面就什么都有。 ”
张先生坦言， 家人一般都是就近
扔垃圾，哪个方便扔哪个，即使想
到应该扔进哪个垃圾桶， 有时候
也懒得多走两步去丢。

与张先生不同， 家住门头沟
区的王先生每次都自觉在家将垃
圾分好类， 但令他困惑的是， 即
使分好类的垃圾， 运出小区时也
混在了一起。

“亲眼看见过垃圾车把所有
桶都倒进去了， 全白分了！” 王
先生有些泄气。

不少居民反映， 一些诸如电
池、 过期药品之类有可能带来比
较严重污染后果的垃圾， 不知道
应该投放何处； 而八成新但穿不
了的衣物， 弃之可惜， 留下又没
有用 ， 有些人通过小众途径捐
赠， 绝大多数居民反映并不知道
应该丢在何处； 此外， 虽然绝大
多数居民已经具备了垃圾分类的
意识， 但同时也反映真的记不清

有些垃圾应当归属哪些种类。

垃圾分类成本居高不下
除了源头分类， 在调查走访

中记者发现， 物业是垃圾分类回
收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 分好类
的垃圾基本上是在小区内直接混
装上车， 到分布在城市不同位置
的垃圾转运站进行二次分类， 再
运往处理地点。

而在已有运营模式上建立起
的垃圾分类， 涉及现实的利益关
系。 垃圾分类运输处理原本投入
的设备、 人员成本就比以往高，
加 之 长 久 以 来 形 成 的 进 入 社
区 收 废品要向物业缴纳管理费
的运行模式， 使垃圾分类的成本
居高不下。

此外 ， 为了更好地实现垃
圾 分 类 ， 本 市 还 建 立 了 一 支
“绿袖标” 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
但由于各种原因， 应征上岗的人
并不多。

【【调调查查】】

推广垃圾智慧分类模式
一个矿泉水瓶子，5个积分；

一公斤报纸，100个积分。早上，马
女士上班前拎出一捆报纸、 一大
包饮料瓶， 在小区指定地点打包
后贴上二维码标签， 投进再生资
源回收柜里，就获得了相应积分，
积分到达一定数额， 不但可以兑
换购物卡、手机充值卡，积攒到一
定分数干脆就能直接拿到现金。

去年12月12日， 北京环卫集
团在方庄社区启动了 “垃圾智慧
分类模式”，通过二维码应用绑定
住户信息， 与居民身份建立起对
应关系， 尝试以较低的成本对垃
圾分类行为进行奖励， 由此提高
了前端回收网络的组织化水平，
实现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
“两网合一”规范化运营，即厨余
垃圾、 可回收物两种类别统一纳
入互联网积分反馈平台。

启动将近一年， 这一模式推
进得怎么样了？ 北京环卫集团微
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朝辉
告诉记者，今年4月，环卫集团对
设备和软件进行了升级改造。 目
前已经进入了丰台、房山、海淀、
朝阳、大兴、通州、西城，石景山等
8个区，近200个小区。

“前期零星点比较多，现在将
在朝阳区的安贞街道、小关街道，
西城，通州大范围铺开，年底能新
增1000多个回收柜。 ”李朝辉说。

新的回收柜外面更好看，防
盗性能也更好， 保证居民打好包
的衣物等废品不会被偷盗。

“在运营过程中也会出现一
些人为的破坏现象，比如：故意破
坏箱体、偷盗再生资源、向回收柜
里倾倒脏东西等， 我们工人及时
维护清理， 后来这些现象就减少
了。 ”李朝辉说。

垃圾智慧分类模式的启动，
通过社区宣传、上门回收、专人服
务、积分兑换、行为奖励等方式，
垃圾分类回收还是取得了效果。

今年4月以来， 环卫集团通
过新的回收模式， 已累积近4万

用户 ， 换出近1.8亿积分 。 回收
的物品里， 纸板和瓶子比较多，
再生资源回收量达到2000多吨。

“每个小区开展的时间不一
样，有的达到了七个月，有的可能
刚刚两三个月。 ”李朝辉说。

在劲松中社区， 由北京首创
智慧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推行的
“绿馨小屋”在每天的上下班会迎
来一个“小高峰”，一些白领、学生
从家里拎出废纸张、 塑料和玻璃
等垃圾，到这里换积分。

这里是北京市目前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试行垃圾分时、分
质、分类回收的小区。 “目前我们
也是在升级软件， 垃圾分类在劲
松中社区可以说已经比较根深蒂
固了，接下来就是分时分段收集，
这个要等到软件升级完成， 力争
明年实现吧。”北京首创智慧环卫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震说。

所谓分时分段收集垃圾，主
要是指在指定时间内， 有专人到
楼门口收集厨余等垃圾， 在楼门
口能看到收集员和专门的垃圾回
收设施，同时绿馨小屋继续运营。

“比如在废纸、 瓶子的基础
上，增加厨余垃圾换积分。假设我
们在某一天的6点到8点半， 有移
动收集车流动收集专门的垃圾，
这个时间扔垃圾可以换积分，就
可以增加这一类垃圾的回收量。”
李震说。

【【探探索索】】

投入更多精力开展宣传
如 何 更 好 地 推 进 垃 圾 分

类 呢？
“就目前的情况看， 政府做

了许多基础工作 ， 铺开了一个
面， 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经历了一
个认知过程， 现在具备了从面到
点转换的条件 。 垃圾分类推进
难， 还是咱们倒垃圾成本太低导
致的。” 李震认为， 老百姓出家
门就能倾倒垃圾， 是成本低的表
现之一。 在日本， 不同类别的垃
圾要在指定时段放到指定地点，
过了这个时间段就没有地方倒垃
圾。 同时， 我们一些老旧小区、
经济适用房小区的设备设施实际
情况 ， 造成推进垃圾分时 、 分
质、 分段回收也有困难。

李朝辉认为， 虽然大家有垃
圾分类的意识， 但真正做到正确
分类和精准投递的不多。

“在我们的运营过程中， 基
层政府比较支持、 居民也比较支
持 ， 大家都很认可这种收集模
式， 但是做到正确分类和精准投
递的不多。 而且目前主要依赖积
分换购这种物质奖励的形式支
撑， 下一步我们会积极探索更合
理 的 运 营 模 式 。 ” 李 朝 辉 说 ，
“另外通过摸索我们发现， 应该
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居民展开宣
教 ， 从垃圾分类的源头抓起 。”
今年， 环卫集团就垃圾分类开展

了500多场社区活动， 有一支专
门负责宣传的队伍， 每天进入到
不同的社区宣讲垃圾分类。

本市垃圾分类工作将升级
北京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本市共开展了3759个居
住小区的垃圾分类达标试点， 覆
盖有物业管理小区的80%， 同时
已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再生资源回
收网络， 包括分布在16区的22个
分拣中心、 4700多个规范回收站
点， 年再生资源回收量达到500
万吨。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垃圾分类
已经迎来量变到质变的契机，并
将开始升级版。 按照国家层面和
北京市层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本
市正开始着力推进垃圾收运处理
企业化、市场化，促进垃圾清运体
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接，垃
圾分类管理工作从注重过程管理
转变为注重效果管理、 从以系统
建设为重点转变为以提高分类效
果为重点。 具体是以“资源回收、
干湿分开”为抓手，提高垃圾资源
化利用水平为主， 通过减水、减
重、 分出厨余垃圾等方式实现社
区就地减量， 根据区域范围设置
固定收集点， 或采用社区网络终
端 （APP）、电话预约上门回收等
方式，推进专业化作业水平，逐步
实现信息化计量统计。

【【前前景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