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回收处置智能设备“小黄狗”
2 志愿者引导监督居民按要求粘贴二维码并正确投放
3 干、湿垃圾二维码标签
4 被贴上了二维码标签的干垃圾袋
5 垃圾分类指示板，扫描图中二维码即可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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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电池放哪？”“有害垃圾
桶。”

“木板玻璃放哪？”“可回收物
桶。”
“果壳菜叶放哪？”“湿垃圾桶。”
“大块骨头放哪？”“干垃圾桶。”
在大场镇观澜泓郡小区垃圾投放

点，记者见到一对有趣的爷孙俩，提问的
“考官”是小孙子，他的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是在居委会举办的垃圾分类环保互动
游戏活动中学到的。他搀着“考生”爷
爷，一问一答间，爷爷随手将垃圾袋上的
二维码对准相应的垃圾柜上的扫码口，
垃圾柜即自动打开，爷孙俩将垃圾投入
对应的回收桶中。

小孙子告诉记者，他和爷爷在家里
已经将干、湿垃圾分别装进不同的垃圾
袋里，并把居委会分发到户的二维码标
签粘贴在垃圾袋上，干、湿垃圾二维码标
签分别使用白色、粉红色加以区分。这
是居民投放每袋垃圾贴有唯一的二维码
“身份证”。

“如果分错了，人家会根据二维码
寻到我，要牵头皮哦，难为情伐？”老爷
爷乐呵呵地说道。

垃圾分类源头可追溯

生活垃圾出门也要带上“身份证”。
今年，大场镇在 9 个居民小区试点生活
垃圾分类，为全部 10068 户居民分别配
备垃圾二维码，“一户一码”，一码双色，
白色的是干垃圾，粉色的是湿垃圾。居
民出门之前要在垃圾袋上贴好二维码，
以便居委、物业、环卫人员追溯各户垃圾
分类情况。二维码追溯有助于物业等后
道环节更好地掌握 “垃圾分类失信人
群”从而进行重点督促。

这 9 个试点小区（泓汇地标、观澜
泓郡、铂金华府、丰宝苑、乾皓苑、乾溪三
村、复星花园、智华苑、华欣苑）类型不
一，既有商品房小区、动迁房小区，又有
老旧小区，还有农民集中居住区。在实
施前期，这种做法工作量很大。

据乾皓苑物业经理沈怡介绍，小区
共有 13 栋楼，每栋楼底都设分类垃圾
桶。他们鼓励居民定时投放垃圾（早 7
点到 9点，晚 6点到 8点），每个垃圾分
类点位有志愿者值守，引导、监督居民按
要求粘贴二维码并正确投放，对未贴二
维码的垃圾袋做好标记，同时记录在册。
早 9点过后，保洁员和志愿者还需花费

一两个小时逐个检查居民的垃圾袋，检
查干、湿垃圾是否有混装的情况。“一旦
发现错误分类行为，通过扫描二维码追
溯投放居民，进行口头提醒和指导教育。
对于屡次提醒仍然出错的住户，我们的
信息后台也会记录在册，列入重点关注
名录。”沈怡表示，小区为干湿垃圾贴二
维码的做法实行两周以来，湿垃圾减量
15%-20%。

垃圾分类有激励机制

大场镇党委副书记赵华告诉记者，
为配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大场镇与中
国联通合作开发了 “大场 e 社区”
App，这一智能平台具有垃圾分类、小
区监控、停车地磁等多个功能模块，垃圾
分类方面旨在实现对于生活垃圾的全流
程分类管理和积分激励。“大场 e 社
区”App 除了垃圾分类源头可追溯这
一功能外，居民在“大场 e 社区”的账
户可与其绿色账户关联，扔完垃圾就可
扫码积分。考虑到有些老人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App 还开通了志愿者代为积分
的功能。

为鼓励定点定时投放，App 积分制
度设定了非规定时间段投放不予积分的
规则；为了引导居民减少垃圾投放次数
和数量，防止居民“刷积分”，制度又规
定，每天累计积分满分 20 分，其中湿垃
圾 12 分，干垃圾 8分，第一次湿垃圾投
放可积 9 分，第二次 3 分，第三次起无
分；第一次投放干垃圾积 6 分，第二次
积 3分，第三次起无分。

据悉，今年 7 月 1 日前，大场镇将
在全镇 150多个住宅小区、84个居委会
普及推广生活垃圾“二维码”身份证。
随着二维码标签和智能化垃圾回收系统
的逐步推广使用，将有力促进全镇居民
生活垃圾精准分类和源头可追溯。

垃圾分类人人都应会

垃圾分类各项措施如何精准落地还
有待进一步思考。
“比如在居民小区，‘不分类不收

运’怎么操作？如果因为个别居民不分
类，就停止整个楼栋或小区的垃圾收运，
物业会不会被投诉？如果被投诉还能不
能坚持‘不收运’？如果是在酷暑天，停

止收运垃圾有可行性吗？”赵华坦言，为
了配合法规实施，基层社区必须动足脑
筋，既要促进生活垃圾分类，也要维护社
区关系和谐，比如未来可以考虑将垃圾
分类表现与社区居民享受的停车管理、
物业服务等等挂钩，尽可能引导居民主
动分类，不要发展到“不分类不收运”的
局面。
“垃圾处理，必须要在人人都会上

下功夫。”大场镇党委书记杨金娣说，
垃圾分类人人都会有两个意思，一是
人人必须去做，这是环保责任；二是人
人都会去做，这是环保常识。二者缺一
不可。为了让大场居民真正做到这两
点，镇党委和镇政府在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中，发动辖区内所有党支部、居委
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四位一体从每
户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做起，使每个
人知道要建设好美丽家园，生活垃圾
必须分类处理。与此同时，辖区内的所
有楼组长和志愿者多次上门送垃圾
桶、送回收袋，手把手教会每户居民分
类处理生活垃圾。计划经过三年的扎
实推进，大场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基
本达到全达标。

垃圾投放不带“身份证”当心“牵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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