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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模板尺已申请国家专利

“益起创”垃圾分类公益项目
成果是一个透明手拎袋，里面有一
块长相酷似精灵的塑料板、一张说
明书，以及一些诸如吸铁石、万向
轮、胶水的小配件。这些不起眼的小
东西和垃圾分类有什么联系呢？
原来，材料包中的那块塑料板

是一块垃圾分类的模板尺，和直尺

不同，上面刻了许多弧线。每一道弧
线都根据家庭垃圾桶的常用尺寸、
家庭常用垃圾的尺寸规格而精心设
计。家庭垃圾除了厨余垃圾外，大部
分都是灰尘、纸屑、包装盒、果壳和
塑料瓶等，种类相对单一，形状也有
一定的规律。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
垃圾分类的优秀案例后，设计师们
提出，希望通过限制投入口的大小，
规划投入通道，实现初步的垃圾分
类。

由于家庭情况各不相同，设计
合理的投入口组合遇到了难题。在
尝试了多种可能之后，设计师发现，
最了解家庭情况的人恰恰是居民自
己。那为何不让他们自己动手呢？于
是，一块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各种可
能的模板尺诞生了。

模板尺的使用也十分简单，居
民只需根据自家常见垃圾种类选择
合适的弧线，在纸箱上 “按图索
骥”，形成固定形状的垃圾箱盖，经

过它的过滤就能实现初步分类。目
前，这一模板尺已经申请了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今年下半年，新虹街
道会积极推广这一成果，通过开展
一系列体验活动，帮助居民们学习
使用模板，制作属于自己的垃圾分
类箱。

干湿分离的移动垃圾箱

透明袋里的另一些工具也暗藏
玄机。在前期调研中，设计师们发
现，大部分居民家中的厨房空间十
分有限，如果放入两个垃圾箱，会让
原本就不宽裕的厨房移动空间变得
更为局促。在与居民进行多次讨论
后，设计师们设计了一款垂直发展，
能够放入厨房小空间的垃圾箱，因
地制宜，嵌入剩余空间，实现干湿分
离、储物等多种功能。
但每户居民的户型、需求也不

尽相同，在制作过程中又发现了同
样难以普适的问题。有了模板尺的
经验，设计师们马上尝试，用身边可
以获得的材料，按照原本的设计原
型，制作出了一个垃圾箱。经过多次
简化和调整，设计师们成功利用最
常见的快递纸盒，制作出了垃圾箱

的DIY 版本，整个制作时间不超过
20分钟，而材料包中配备的小工具
能够帮助这个箱盒在家中移动，方
便居民收集和倾倒垃圾。活动中，这
一项目成果引起现场参与人员的浓
厚兴趣。一物业公司负责人当场表
示，将认购100套材料包，并且组织
居民参与学习使用材料包。

授人以渔激发居民创造力

为了验证项目成果是否能被居
民们接受，新虹街道妇联和设计师
们共同组织了 3 个试点居委的 40
位居民，分批体验了项目的成果。参
与的居民有不少是新虹街道“一居
一品”项目的骨干，她们利用个人
的特长，设计了富有特色的剪纸图
案，还用钩针手法制作了立体的垃
圾分类图标，装饰在垃圾箱上，让原
本平淡无奇的垃圾箱立刻充满了活
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15 个居民
自发装饰的垃圾箱盒以及垃圾桶
盖，受到启发的居民还提出，想要将
自己的特长结合到小区内社区中心
的宣传墙上，做出有居村特色的另
类宣传墙。

新虹街道妇联主席徐艳介绍
说，此次项目的成果不仅是一套材
料包，更是居民们充分利用生活经
验与智慧。这一次，街道通过“益起
创”公益项目，授居民以“渔”，不
仅探索出了新的家庭垃圾分类解决
方案，而且在动手的过程中，增强了
居民参与感，让新虹人切实感受到
作为垃圾分类新时尚弄潮儿的自
豪。

模板尺、纸箱盒，垃圾箱也能“私人定制”

�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 如何进一步增强分类意
识、提高分类效率？ 利用快递纸盒自制干湿分离的移动垃圾箱，根据自家
生活习惯“私人订制”的垃圾桶投入口……6 月 18 日，新虹街道妇联“益
起创”垃圾分类公益项目成果展示活动在中骏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新虹
市民亮出了各自的新招。

提高分类准确率
““新虹版四分类垃圾袋””上线了

你还在背诵垃圾分类表吗？你
还在为质量低劣的垃圾袋吐槽吗？
怎样才能提高扔垃圾的准确率？怎
样才能避免被“垃分罚款”？新虹街
道联手专业设计团队合作开发了高
品质分色垃圾袋，把分类答案印在
了垃圾袋上，这款“新虹版四分类
垃圾袋”您用过了吗？

让年轻人参与垃圾分类

“做分类垃圾袋，是想让更多的
年轻人参与进来。”新虹街道团工
委书记范敏汉说，年轻人多是街道
的一大特色：社区里，除了本地居
民，很多租客都是年轻人；虹桥商务
区，更是年轻人唱主角，“年轻人工
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之前对垃圾
分类的知晓度和分类参与度都不
高，我们就想着怎么用年轻人喜欢
的方式将垃圾分类送到他们面
前。”
范敏汉像推销员一样，一件一

件拿出街道专门设计的垃圾分类推
广“神器”：印着“请支持垃圾分
类”字样的塑料袋，是为辖区内及
周边的餐饮商户提供的，“居委会
干部不一定能进年轻人的家门和办
公室，但外卖小哥可以，我们就把这
些袋子分发给餐饮商户，让它们通
过外卖来到年轻人身边，提高垃圾
分类的知晓度”；印着“有了我，就
不用纸杯子”的马克杯、“有了我，
就不用一次性餐具”的便携式餐

具、“有了我，就不用一次性塑料
袋”的帆布环保袋则通过写字楼物
业、企业联谊活动等，送进企业，建
议白领们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不过除了这些，还需要一个
载体，帮助更多的人分对垃圾。最简
单的方法，就是把垃圾分类知识印
在垃圾袋上。”他说，街道在各大电
商平台上寻找过符合上海垃圾分类
标准的产品，但发现虽然有分色垃
圾袋，但没有上海版本的，而且部分
产品的文字和图案有错误，所以想
定制一款分类垃圾袋。

垃圾袋好用才是关键

“我们做过调研，发现居民对垃
圾袋的要求至少有两点。一是要结
实，这最基本的要求。社区里最难处
理的是湿垃圾，如果垃圾袋不够结
实，湿垃圾里常见的骨头、鱼刺，包
括当季热门食品小龙虾的壳等，很
容易戳破垃圾袋，滴漏污水，市民提
着走到指定投放点，肯定不方便，这
会降低他们对湿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的积极性。二是在不增加成本的情
况下，最好能够按照上海的垃圾分
类色系标准来生产，那么丢的时候
一目了然，也便于志愿者识别。最
后，街道也希望垃圾袋能具有一定
的宣传效果，在推广期，街道可以采
购一些作为宣传品奖励给配合我们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市民。”范敏
汉说，这是他们对制造方提出的基

本要求，没想到在定制中，小小一款
垃圾袋，又让双方反复斟酌了很久。
第一个版本出来后，新虹街道

的居民们提出了意见：以前扔垃圾
就在家门口，平口垃圾袋扎一下口
就行；但现在要提着垃圾袋到指定
投放点，垃圾袋要能抽口、手提，而
且要保证牢固不破。
面对这一要求，设计团队作了

调整，设计了“抽绳”方案，同时加
固了袋身。目前，市面上的垃圾袋厚
度大致在 0.005 毫米至 0.006 毫
米，而在新试制的分类垃圾袋
中，湿垃圾的袋身厚度
增至 0.018 毫米，干
垃圾、可回收、有害
垃圾的袋身厚度增至
0.01 毫米。不料，首
批试产的垃圾袋送到
社区请“阿姨妈妈”
体验后，反馈意见仍不理
想：“阿姨妈妈”说，抽口的绳子找
起来不方便，破袋投放也不方便。最
终，背心式垃圾袋成为最佳方案，可
以扎口、便于使用。

在实践中养成分类习惯

垃圾袋有了，怎么收纳成了定制
双方要解决的新问题———四种垃圾
袋如果堆在一起，拿起来并不方便。一
开始，新虹街道手绘了一版图纸，起名
为“半开放式瓦楞纸盒”包装。纸盒分
隔断卡住垃圾袋，使用时取出撕下垃

圾袋
再 插 回

去。瓦楞纸
盒上标注垃圾

分类的细项，记不
住的人可以随时查阅，知晓垃圾的归
属类型。但实际调查后发现，大多数
“阿姨妈妈”或者白领很可能拆开垃
圾袋套装后就丢弃外包装，白费了
“垃圾分类指引”的一片苦心。于是，
双方又设计了“Ｔ 型纸盒”、“鞋套抽
取式纸盒”等方案，最终确定了使用
便捷的“分卷抽取式纸盒”。
“分卷抽取式纸盒”垃圾袋四

个并排，不同种类的垃圾袋有不同

的出口。不论用户将垃圾袋套盒顺
手放在哪里，都不需要区分正反面
来抽取，而且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
到分类细明。
“每盒垃圾袋的数量我们也经

过推敲。”范敏汉说，街道提出了
“21 天家庭源头垃圾分类习惯养
成行动”，又考虑到上班族每月差
不多 22 天的工作时间，套装里的
干垃圾湿垃圾袋均为 22 只，丢弃
频率较低的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袋数量各为 10 只，希望用户能够
在使用完一盒垃圾袋后，掌握基本
的垃圾分类知识，养成垃圾分类的
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