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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事业 人人有责

南西垃圾分类工作管理形成闭环

德国是一个严格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
许多初到德国的异乡人都被五颜六色的垃圾
桶搞糊涂过。有些一丝不苟的环卫工人，甚至
会因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而干脆拒绝清空垃
圾桶。
德国不同地区的垃圾分类法规略有不

同，不同城市以及位于街道、写字楼的分类
垃圾桶也有区别。1972 年，德国通过了首部
《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开始对垃
圾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德国实施了《物质封闭循环与废弃物
管理法》，除了已经实现的金属、纺织物以
及纸制品的回收外，其他可循环使用的材
料也必须在进行分类收集后重新进入经济
循环。
德国在垃圾处理上遵循减量化和资源化

的基本理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教育等强
制性和倡导性手段，首先在生产和消费环节

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其次在垃圾处理环节
优先采用分类回收利用技术和堆肥（生化）
技术，最后，无法资源化的垃圾才焚烧或卫生
填埋。在德国的很多城市，环卫工人会通过吹
风设备将道路上的落叶归到草地上。落叶既
为城市增添了色彩，也为植被保持了水分、增
加了养分。

（环卫科技网）

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工作深入家庭

生活垃圾投放注意事项 德国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

属地工作形成闭环

街道市容所针对垃圾分类工作，主动和
居民区、楼宇的物业对接，充分发挥保洁员的
自主性和专业作用，以手动方式分离所有可
回收物。对所有的工作投入，市容所以按劳取
酬的方式支付薪酬。
殷轶为介绍，其实，垃圾分类的概念和意

识早就进入上海市民的生活了，常见的废旧
报纸、纸板箱、各种瓶瓶罐罐的收集、售卖，就
是现行推广的垃圾分类的雏形。因此，她认
为，每一位居民都有能力参与到这项民生环
保事业中来。而市容所的职责，还在于做好专
业的指引和推动。南京西路街道属地内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目前，作为激励机制
的垃圾分类绿色帐户已经在居民中实现全覆
盖。街道共有 13个居委会，57个居住区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及绿色账户工作，截止到
2018年底，推进垃圾分类户数 17348 户，绿
色账户累计覆盖数为 15434 户，覆盖率已达
85%以上，总共消纳积分达 1700 余万分。居
委会配备专门的督导员，每天上午、下午各工
作两小时，指导大家完成扫码积分和积分管
理。市容所每年组织大型积分兑换活动，回馈
于民。在硬件配置上，市容所更贴心地在大部
分属地箱房一侧加装了洗手池。
“传统的垃圾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会

对土壤、空气、水环境甚至水质产生损害。垃
圾分类的开展旨在用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
实现垃圾处理后的可循环利用，这也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垃圾分类，
从学生抓起！”3月 12日，南西街道市容所特
地邀请了专业的讲课老师走进西康路第三小
学给孩子们上一堂“垃圾分类”课。西康路第
三小学也非常重视此次“垃圾分类”的讲课，
特地安排了三年级（1）班和（3）班的学生进
入多功能教室现场听课，并通过每个班的电
视屏幕向全校同步直播。

课上，朱老师先给小朋友们介绍了生活
垃圾的四分类，即有害垃圾、湿垃圾、可回收
物和干垃圾，还为大家讲解了常见物品的投
放方式。小朋友们不仅听得认真，还踊跃举手
发言。现场还特地邀请了“小小地球”英语培
训机构的中教和外教们带领学生们认识并朗
读各种分类桶的英语名称。老师们还把垃圾
分类的知识融入小游戏中。小朋友们纷纷举
手要求参加。
据悉，像这样的讲课还来到逸夫职业技术

学校，进入学生课堂，开展系统的垃圾分类知
识介绍，推广和宣传从学生课堂开始，也是希
望和相信孩子们能够它的重要性和理念带回
和传播到每个家庭中去。”

“工作要做好，不然就不做”

延中居民区的顾永德老伯今年 76岁，是
社区里的金牌志愿者。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社
区后，他更是全力以赴，坚持按时到岗，每天
从早晨七点就开始工作。
顾老伯是孤老。自 2012年成为延中的志

愿者以来，顾老伯坚持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以全年无休的状态承担小区里的各种志愿者
工作。“顾全大局，荣祖耀祖，德艺双全”，街
坊四邻把顾老伯的事迹浓缩成这 12个字，歌
谣般的评价在居民区里流传，顾老伯对待居
民区志愿者事业的真挚与热忱可见一斑。
接手垃圾箱房的管理工作以后，顾老伯

自己准备了火钳、手套和手电筒，还特地去其
他居民区察看、了解、对比其他垃圾箱房的管
理情况，查找出自己工作的不足。“我参加过
一次垃圾分类工作的参观学习活动，知道垃
圾掩埋操作的困难。这次参观帮助我明确了
垃圾分类这项事业的意义。”顾老伯说，最初
与他一起从事垃圾分类志愿者工作的伙伴都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但他还是选择
坚持下去。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顾老伯

都守候在箱房一侧，帮助居民对垃圾进行二
次整理，完成绿色帐户的刷卡。顾老伯说：“现
在，除了做分类处理，还会做一些协助的教育

工作，在和过往居民聊天时，告诉居民垃圾分
类应该怎么做。”顾老伯说，工作要做好，不然
就不做。令他高兴的是近阶段，他负责的垃圾
分类箱房还在通过若干次抽查后已经被评为
免检箱房。

账户积分严格按照机制执行

“绿色账户”是垃圾分类的正向激励模
式。目前，南京西路街道属地的绿色帐户积分
产生的来源有两种：居民日常“干湿”分类投
放行为符合要求，即可获得相应积分；参与绿
色帐户激励机制试点的志愿者服务行为，可
获得相应积分。
相对应的积分采集方式也分为两种。一

是定时定点投放，专人现场积分；二是自主投
放，统一积分。现场值守人员严格遵守“不扫
人情分，不扫虚假分”的原则。在积分标准上，
分类好的湿垃圾投入指定的湿垃圾收集容器
中，湿垃圾袋中目测无纸塑料类包装物、无塑
料袋、无明显易分离干垃圾，整体干垃圾量不
超过 5%，投放一次得 10分。
每日日常“干湿”分类积分次数上限为

两次，即每个帐户每日最多可得 20 分。提供
1 小时绿色帐户激励机制志愿者服务获得
100 分；为“自主投放、统一积分”提供积分
采集服务的保洁员每服务 500 户（不足 500
户计，超出 500 户类推）每日可获得 200 分。
绿色帐户中的积分设有有效期，原则上有效
期为 2年。
“不能在源头上进行处理，垃圾分类工

作难以开展到位。”“集体、单位有敬畏之
心，这也为我们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便利。”虽
然伴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推进和铺开，
工作压力和难度也逐渐显现甚至提升，但如
殷轶为所言，属地内已经形成了相关管理工
作的闭环。在相关工作落地的同时，由相关物
业对接，具体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包括干垃
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分类等；在
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垃圾箱房保洁员的自主性
和专业作用，以手动方式进一步细化垃圾分
类。面向居民时，各居民区每月都有通报和
表扬机制；面向集体和单位等大型物业时，
城管以执法者的身份参与并介入。通过硬件
达标、宣传氛围、培训机制（包括培训进入学
校、物业、保洁员、居委会等各个层面）、分类
实效、反馈机制的闭环建设，市容所意在将
属地内垃圾投放处理的纯净度提高到 85%
以上，同时将对相关工作进行检查，街道网
格办将联合建立监督平台，在下一步工作中
将努力运行好街道两网融合体系。

□见习记者 林蔚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施行。 条例将通过法律的强制性，
推动垃圾分类，包括固化共识性的管理要求、明确各类责任主体、强制源头减量、落实分类
体系的全程监管等。近日，记者采访了南京西路街道绿化和市容管理所相关工作人员，了解
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

目前，南京西路街道为加快推进两网融合，专门设立了两网融合垃圾分类收运站点。属
地内，嘉里中心和四方新城分别作为公共场所与居住区的相关工作示范样板发挥榜样带头
作用。在实践中，楼宇白领和社区居民都已经表现出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清晰认识。据南京西
路街道绿化和市容管理所副所长殷轶为介绍，由市容所领衔，垃圾分类的推广与宣传工作
正在社区里铺开。

垃圾分类宣讲进入课堂

延中居民区内的垃圾箱房

有害垃圾

在处理有害垃圾的过程中，充电电池、钮
扣电池和蓄电池在投放时请注意轻放；油漆
桶、杀虫剂瓶等如有残留，请密闭后再进行投
放；荧光灯、节能灯等易破损垃圾请连带包装
一起或包裹后轻放；废药品及其包装请连带
包装一并投放。

湿垃圾

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瓜皮、果核、花卉
绿植、过期食品。在处理时，纯流质的食物垃
圾如牛奶等应直接倒进下水口；有包装物的
湿垃圾应将包装物去除后再分类进行投放，
包装物请投放到对应的可回收物或干垃圾容
器中；投放湿垃圾时，鼓励将包装物（如塑料
袋）去除。

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涵盖玻璃、金、塑、纸、衣等，主
要包括塑料瓶、玻璃杯、平板玻璃；易拉罐；饮
料瓶、洗发水瓶、塑料玩具；书本、报纸、广告
单、纸板箱、衣服以及床上用品。处理时，须注
意轻投轻放，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污染；废
纸应尽量平整；立体包装物请清空内容物，清
洁后压扁投放；有尖锐边角的应包裹后投放。

干垃圾

干垃圾包括餐盒、餐巾纸、湿纸巾、卫生
间用纸、塑料袋、食品包装袋、污染严重的纸、
烟蒂、纸尿裤、大骨头、贝壳、花盆、陶瓷等。处
理时，应注意尽量沥干水分，难以识别的生活
垃圾应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静安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联席会议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