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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孙孙艳艳

前不久， 通州区551家单位将实施垃圾强制分类， 重点以餐厨垃圾为主要分类对象， 公共机构条件允许
可建设 “智慧” 分类设施。 对于垃圾分类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由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然而， 在实际操
作中却存在着设备跟不上、 人们环保意识不强、 垃圾运输过程的混装现象严重等问题。 对此， 市政协委员建
议分部门管理的垃圾收储运烧各环节， 要协同精细化管理， 城管委要尽快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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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小区分类设施跟不上
“没有垃圾分类桶， 只能乱

扔了 。 ” 提到垃圾分类 ， 一些
人 会 发 出 这 样 的 感 叹 。 市 民
李 靖 家住在南三环附近 ， 2000
年她搬到这里。 虽然小区的环境
发生了不少变化， 但是对于垃圾
回收的方式， 李靖却表示没有太
大的改观。

“记得最早住平房时 ， 垃圾
桶都是一个院子各家准备一个。
每天都是定点来胡同收垃圾， 也
就没有什么分类不分类的情况。”
李靖回忆， 大概上世纪90年代，
她姥姥家住进楼房， 垃圾也都是
通过垃圾道处理的。 “特别不卫
生， 之后楼房的垃圾道不让使用
了， 改为设置垃圾桶， 但是我们
所在的小区各楼门只有一个垃圾
桶， 却没有设置分类设施。”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市
民， 他们都提到自己所在的小区
并没有安装垃圾分类设备。 据了
解， 北京市自2010年开始新一轮
的垃圾分类推广后， 垃圾分类试
点小区的数量有所增加。 虽然试
点小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但是
调查中， 记者了解到李靖所提到
的垃圾分类设施跟不上的现象，
并不在少数。

“很多老旧小区都没有配备
分类垃圾桶。” 家住右安门的张
女士抱怨， “要想让居民进行垃
圾分类 ， 首先要有相应的垃圾
桶。 而这个设备一般在新建小区
或者是高档住宅能见到。 在不少
老旧小区里还是个稀罕物。” 张
女士表示， 她很支持实行垃圾分
类。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老旧小区
能够配备这些设施。

市民环保意识不强

从2000年6月起 ， 我国在北
京、 上海、 南京等8个城市进行
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 北京也从
2010年起开始逐步推行垃圾分
类。 尽管垃圾分类开展多年， 但
是人们对此意识还仍显不足。

“我家小区是有垃圾分类桶
的， 但这个设备也仅仅是放在楼
门口而已。” 家住大兴的孙琳表
示， 不少人的环保意识不强， 更
多的人从源头就没有做好垃圾分
类的工作。 “即便是小区有垃圾
分类桶， 但是各家各户还是只在
厨房准备一个垃圾桶， 然后各类
垃圾混装。”

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 即便
是市民做好了垃圾分类工作， 但
在其他环节还是会遭遇混装的窘
境。 “小区中的一些负责垃圾清
运的人员并没有按照分类来清运
垃圾， 往往是一股脑地装进一个
垃圾车中。” 家住洋桥的周伟说，
“还有一些收废品的人， 也会乱
掏垃圾桶， 将垃圾分类弄乱。 还
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2010年北京市印发 《关于在
全市600个试点小区建立垃圾减
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指导意
见》， 提出从2010年5月起至12月
底， 在全市600个生活垃圾分类
达标试点小区完成建立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 大力宣传
和普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方法知晓率及
垃圾正确投放率。

《指导意见》 提出了指导员
招募条件： 全市600个生活垃圾
分类达标试点小区， 每个小区都
要建立一支 “绿袖标” 指导员队
伍， 统一培训， 持证上岗。

【做法】

“绿馨小屋”推行源
头垃圾分类

上个月， 朝阳区劲松街道率
先启动垃圾分类 “两网合一” 试
点， 将再生资源回收和垃圾清运
两 套 系 统 整 合 并 轨 ， 避 免 垃
圾 混 放混运 。 在首个试点的农
光里中社区， 居民可把自家的报
纸、 塑料瓶和果皮菜叶分类交给
社区的 “绿馨小屋” 和垃圾分类
收集车， 其他没用的垃圾再投进
社区垃圾桶。

一大早儿， 就陆续有居民拎
着垃圾来到社区里的 “绿馨小
屋”。 “扔垃圾， 换积分。” 下楼
遛狗、 顺便扔垃圾是李大妈每天
早晨必做的事情。 “一袋是厨余
垃圾， 一袋是其他垃圾， 这两袋
都能换积分。” 李大妈把垃圾放
到称重台、 刷卡、 积分， 两分钟
的时间， 这两包垃圾就 “卖” 给
了 “绿馨小屋”， 李大妈的积分
卡又多了两分。

除了厨余垃圾， 易拉罐、 旧
报纸、 玻璃瓶等可回收垃圾也能
卖给小屋。 “绿馨小屋” 的工作
人员介绍， 一公斤厨余垃圾可积
1分 ， 一公斤废报纸可积 5分 ，
200分大约相当于15元钱 ， 居民
可以拿积分兑换卷纸、 洗手液等
生活用品。

劲松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
农光里中社区共有16栋楼， 散落
着7座 “绿馨小屋”， 4辆移动垃
圾收集车也会在居民楼之间定时
巡逻， 居民招手即停。

每天， 光是厨余垃圾就能收
集近两吨。 “有了 ‘绿馨小屋’
和垃圾分类收集车解决了居民自

觉进行垃圾分类的难题， 这说明
再生资源回收和生活垃圾回收这
两大系统 ‘两网合一 ’， 可以从
源头上做到垃圾分类。”

【建议】

垃圾收储运烧实现
精细化管理

市政协委员、 人大经济学院
教授彭丽红从2008年开始关注垃
圾分类问题， 近年来陆续在海淀
区政协、 市政协提出提案， 多次
调研高校环境学院、 市环保局、
市城管委、 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
园、 高安屯清洁焚烧中心， 了解
垃圾处理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
化处理情况。

目前， 北京每天人均产生垃
圾1公斤多， 但北京垃圾焚烧能
力不足。 而且， 北京并不是所有
区都有自己的垃圾处理中心。 根
据统计， 2015年北京市已建起6
座堆肥厂， 生化处理能力达到每
天5400吨， 占到生活垃圾总量的
四分之一， 但厨余垃圾占城市生
活垃圾清运量的一半以上。

彭丽红认为， 目前垃圾运输
存在问题， 使分类失去意义。 很
多时候大家会看到， 尽管居民们
将垃圾分门别类装好、 放置于用
颜色区别的垃圾桶中， 可一辆回
收车驶来， 不管你是厨余垃圾，
还是可回收垃圾， 通通往一个垃
圾车上装， 原本做好的分类垃圾
又混为一处。 “这无疑是在给居
民坚持垃圾分类泼冷水。”

对此， 彭丽红建议， 分部门
管理的垃圾收储运烧各环节， 要
协同精细化管理， 城管委要尽快
统筹推进。 此外， 垃圾回收的队
伍在人口疏解中相对不足， 回收

企业运转困难， 急需政府财力支
持， 稳定和扩大收集力量， 支持
循环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

年初的北京市 “两会 ” 上 ，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也提
出建议， 建议区级政府建立垃圾
精细化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建立
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 不可回收
物的数据采集统计体系， 为评估
提供数据支撑。

民盟市委提出， 按垃圾分类
责任单位为对象， 重点采集三组
数据： 再生资源交正规回收渠道
量； 分类达标厨余垃圾产生量；
不可回收物 （混装垃圾 ） 产生
量 。 通过建立以上数据统计体
系， 实施量化评价管理， 将 《北
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中规定
的垃圾分类责任主体的责任落到
实处。

要建立良好的生态文明宣传
引导体系及规范化的资源回收运
行机制， 最终引导居民形成正确
分类处理再生资源和厨余垃圾的
好习惯。

这项工作的注意力应该聚焦
在 “产 废 者 ” 身 上 ， 而 不 是
“物” 上。 要建立与居民的沟通
渠道， 简化宣传沟通内容， 让居
民容易明白， 容易做到。

同时， 建议以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运行系统为依托， 利用再生
资源互联网运行平台及上门回收
服务方式针对居民实施厨余垃圾
分 类 的 宣 传 指 导 。 在 再 生 资
源 回 收网点运行的居民区实施
网点运行与厨余垃圾分类宣传指
导结合的 垃 圾 减 量 化 管 理 模
式 。 通 过 宣 传 沟 通 改 变 居 民
不正确的行为方式 ， 使居民养
成符合 “生态文明” 要求， 正确
看待废弃物， 正确处置废弃物的
文明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