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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沪上垃
圾分类迈入“硬约束时代”。面对这场备受关注的“大考”，上海全
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
惯。这一天，记者奔赴上海多个社区和商务区域，跟随执法人员
来到执法一线，扫描垃圾分类开展首日的情景。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条例》实施第一天，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居民小区发现，垃圾
分类投放工作井然有序。

在虹口区宇泰景苑小区，不少“上班族”出门前已将垃圾分
好，提着两袋干湿分离的垃圾来到小区固定的投放点倾倒垃圾：
干垃圾直接投入干垃圾桶，湿垃圾则在除袋后投放到湿垃圾桶，
再把装湿垃圾的塑料袋投放到干垃圾桶里。大家投放起来动作
娴熟，丝毫没有不习惯的感觉。

从陌生到熟悉，从有人监督到自觉行动，垃圾分类在上海成
为新时尚。

宇泰景苑小区所属的虹叶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静华介绍，
该小区早在 3 月 1 日就已启动了垃圾分类推进工作。“仅用了 3
天时间，90% 以上的居民就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目前我们的志
愿者队伍也已顺利‘下岗’。”

为了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地处虹桥商务区
核心区域的闵行区新虹街道开展了“21 天家庭源头垃圾分类习
惯养成行动”，通过打卡引导，用 21 天强化训练，让参与者养成
源头分类习惯，形成精打细算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监督市民垃圾分类分得好不好，“黑科技”来助力。在浦东新
区银桥花苑小区，居民扔的垃圾袋上都贴有二维码，一旦发现分
类不合格垃圾，扫描二维码就知道责任居民是谁，让志愿者的劝
导更有针对性。目前，这一小区垃圾分类合格率达到 98%。

除“规定动作”，一些园区、企业还自我加压，推出许多垃圾
分类的“自选动作”。同乐坊位于静安区海防路，是上海首批创意
产业聚集区之一。园区内正在推行一种做法，通过把餐厨垃圾分
拣后进行 5 小时的发酵处理，油水分离后获得的残渣用作农田
肥料，让湿垃圾“变废为宝”。

上海市人大代表屠涵英调研发现，通过这一做法，园区垃圾
减量化达到 90% 以上，湿垃圾的处理费用由原先的 300 元一天
下降为 100 元一天。

“我们希望把规范逐步变成一种习惯，同时也要求各个部
门、各级组织要把垃圾分类做实、做细、做深。”上海市政府副秘
书长黄融表示，“希望市民在培养这种新时尚时，也要主动克服

困难，要使自己养成一种良好行为，不断提高文明素质。”

《 条例》有牙齿：执法部门开出首批整改单

1 日上午，上海城管执法人员来到上海宏安瑞士大酒店进
行检查，在酒店垃圾厢房，执法人员发现可回收物垃圾桶内混装
有纸巾。

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因误以为纸巾是可回收物，所以将纸巾
投放至可回收物桶。执法人员现场“科普”，不管是干纸巾还是湿
纸巾，均属于干垃圾，应投放至干垃圾箱。

执法人员还发现，虽然该酒店设有四分类垃圾桶，但垃圾桶
标识设置不符合规范，垃圾桶也没有加盖。因未将生活垃圾分别
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上海城管开出第一张责令整改通知书。

根据《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
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随着《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市城管执法部门将严格按照条
例有关规定依法履职、依法执法。

据介绍，《条例》实施首日，上海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对 1588
个小区、406 个企事业单位、1853 个商家、21 家酒店等进行了检
查，共开出 623 张整改单。上海市城管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条例》实施后，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如果出现违反垃圾分类
规范的行为，将面临更为严格的处罚，罚款金额也会增加。

“处罚不是目的。”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彭燕玲表示，
城管部门将积极贯彻督促教育整改为先的原则，就是当一些违
法当事人发生违法行为的时候，先责令改正，如果能够按要求
改正的不再进入处罚程序。但如果经教育仍然不改正或者是屡
教屡犯的，城管执法部门将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实施处罚。

“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督促教育，推动有关单位和个人自
觉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并以严格的执法成效来保证垃
圾分类的实效。”彭燕玲说。

进博会会场：垃圾分类我先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在《条例》实施前就正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为第二届进
博会的举行提前做好准备。

国家会展中心运营中心总经理助理彭春焰表示，对于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国家会展中心第一年将投入 300 万元，除了
配备 12 辆纯电动生活垃圾分类驳运车之外，还组建了约 30
人的驳运团队，杜绝混装混运现象，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收
到实效。

据介绍，国家会展中心还加大宣传力度，在主要通道入
口、商业中心、观众登录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张贴宣传海报，并
利用场馆户外电子广告屏，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营造“人人
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彭春焰说，国家会展中心将在接下来的大型展会中以实
战的态度，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演练，让进博会成为向全世界推
广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平台。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表示，上海将加强分类和
收运处置单位的监管，对分类投放、驳运、运输、中转、处置五
个环节建立机制，通过“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以及量
化考核等措施两头紧逼，落实分类收运处置责任，努力消除混
装混运情况。

据介绍，目前上海全市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 982 辆、干垃
圾车 3155 辆、有害垃圾车 49 辆及可回收物回收车 32 辆，建
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6106 个、中转站 121 个、集散场 6 个。

垃圾分类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监管。“市民
群众可以通过 12345市民热线，也可以通过‘垃圾去哪儿了’微
信公众号平台，以及社区公开的投诉举报电话，反映混装混运
和混合处置现象。”邓建平说。

执笔记者：杨有宗；参与记者：杜康、周蕊、
郑钧天、何曦悦、兰天鸣、高少华、程思琪、丁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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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 日电(记
者杰文津、杜康、王优玲)7 月 1
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住建部日前介绍，
46 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由住建部
负责每季度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进行考核。此外，为落实细
则，多地开始对基层干部进行考
核与问责。

记者调查发现，推行多年的
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落地。

垃圾分类不再是口

号，多地立法推进落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
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推
动这么多年，这一次，国家“动真
格”了，垃圾分类终于不再停留于
口号和倡导。

《方案》要求，46 个城市将先
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2025 年
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记者了解，此前，上海、北
京、杭州、成都、重庆、厦门、合肥、
广东等均进行了地方立法，一些
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已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

为推进垃圾分类真正落地，
不少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
分类规范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
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重庆市、杭
州市都规定，未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且逾期未改的，对单位和个人
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

多地还明确了管理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厦门市规定，对违法管理责任
人可以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单位罚款数额
10% 的罚款。

此外，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与
个人征信挂钩。

“一口茶叶渣能毁掉一箱可回收废

纸”，如何让垃圾真正“分得清”？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一
口茶叶渣就能毁掉一箱可回收废纸。”宋国君告诉记者，
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
垃圾分类回收效率。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圾
“分得清”。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准确性
是关键。2018 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
(居住区)》，不久前，上海相关部门又编制并投放了“上海
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
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

此外，上海投入大量人力具体落实。“小区的分类投
放点都安排居委会工作人员开袋检查、现场指导。”上海
市民钱女士说。据了解，一些中小学校还组织学生在暑假
期间到街道担任志愿者。

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圾运输车辆“亮出
身份”，标识要醒目，车身颜色统一为绿色，并通过智能技
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上海为市民
提供“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平台、12345电话等监督方式。

垃圾分类带来多重“冲击波”

近日，强制垃圾分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一些个人生活习惯悄然改变。上海的宋女士说，为减

少垃圾分类错误，已经开始少叫外卖了。北京市民陈辉
说，父母开始把塑料袋反复使用了，尽量减少垃圾。

垃圾分类带来新的市场商机。洁满仓清洁用品公司
工作人员说，近来，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集中更换分类垃
圾桶，订单量巨大，公司开足马力生产仍然供不应求。一
些年轻人看准时机创业。上海机电学院大学生在大学校
园开展的“飞蚂蚁环保”项目，通过联网的回收柜，让学
生自助回收废纸、纺织类、塑料瓶、电池等类型的垃圾。

垃圾分类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厦门、广州多地
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
考核。厦门市思明区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几乎每
月都有多家单位对社区进行暗访、排名，考核情况与个人
收入直接挂钩。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近来，A 股市场中垃圾分类
概念股集体上涨，多只个股甚至连续涨停。首创环境副总
裁胡再春表示，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物变
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

宋国君说，政府要求、公民自觉、企业助力，多方合力才能
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实。

(参与采写记者：周颖、关桂峰、颜之宏、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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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已经全面推开，沪上人
民更是迎来了“史上最严条例”。但是
不要被铺天盖地的“垃圾分类详解图”
吓到，让我们来看看一对上海老夫妇
是如何分类的。

哼着“上海滩”学分类

朱慧玲、柏兆年夫妇住在宝山区高
境镇殷高路 21弄小区，60多岁的老两
口，从 2017年开始学着垃圾分类，如今
已经得心应手。

柏兆年从部队转业，用朱阿姨的
话讲，“平时话不多”，仍保留着军人的
那份豪气，就连学习垃圾分类，听的
都是“上海滩”的曲调。

“纸巾，干垃圾，不管多湿它都是
干垃圾；瓜子皮，湿垃圾，不管多干它
都是湿垃圾。猪能吃的，是湿垃圾，易
腐烂的能够粉碎的；猪不吃的，你不
懂的，只要无害统统丢干垃圾……”

柏兆年说，这种有意思的短视频
存在手机里，平时拿出来放一放，听
多了，对垃圾分类就有了概念。

朱慧玲还展示了一个微信小程
序“垃圾分类小助理”，能查询常见垃
圾的种类：输入“面膜”显示是干垃圾；
输入“奶茶”，显示“珍珠是湿垃圾，奶
茶杯和塑料盖都是干垃圾”。

垃圾分类不能急，“从粗到细”慢慢来

垃圾分类是一个从粗到细的过程。朱阿姨介绍，刚开始学
分类的时候，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大概分明白就可以了，比如“能
吃的就是湿垃圾，不能吃的就是干垃圾。塑料瓶、金属、报纸都
能回收，而过期的药品、坏掉的灯管、充电电池就是有害垃圾”。

朱阿姨家面积不大，50多平方米内放置了两个垃圾桶：干
垃圾桶放在客厅，湿垃圾桶放在厨房。朱阿姨细数家里产生的
垃圾：“早上喝了一盒低糖的统一绿茶，包装扔在了干垃圾桶；
还有一些餐巾纸、碎纸头、不能用的塑料袋。”“湿垃圾桶里是香
蕉皮、桃子皮、中午吃剩的虾壳、鱼骨头、摘除的菜叶子。”

分类久了，朱阿姨对一些细节更注意起来。“虽然桃子皮
是湿垃圾，但是核是干垃圾，因为太硬了；大骨头、枣核也都
是干垃圾。”“我今天喝的饮料是低糖的，不甜，所以喝完后就
把包装盒直接扔进了干垃圾桶。”

“分好类之后，干垃圾就不会臭，也不容易脏。我买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垃圾桶摆在客厅，糖果绿色。”朱慧玲说，垃圾分类
已经融入她的生活。

担起“楼组长”责任，发挥“志愿者”余热

受朱阿姨影响，儿子儿媳也开始注意分类。但儿媳觉得，
厨房只放一个湿垃圾桶还是不方便，做菜的时候需要拆各种
包装，于是准备上网买一款“网红产品”———“干湿两分桶”。

随着“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在上海广泛推进，朱阿姨作为
“楼组长”，经常与楼栋的 20 多户居民走动，这次拿着“定时定
点告知书”，敲开了大家的门。

“开始有几户居民不愿意分，嫌麻烦，或者不相信能分
好。”朱阿姨说，“我就跟他们讲分类的重要性。”朱慧玲在
2017 年的时候，作为积极分子去上海的垃圾处理厂———“老
港”参观，“看到各种垃圾，山一样堆在一起，被巨大的抓斗抓
起来，特别震撼。如果分类做不好，生活垃圾不能很好地处
置，对于城市是很大的威胁。”

靠着这种熟悉的邻里关系，几户居民态度软化，愿意试
着做分类，并在“告知书”上签了字。

朱阿姨夫妇俩更是主动申请做了志愿者。“垃圾分类是一
件好事，更是一件难事，希望能发挥‘余热’，多尽一份力。”

(记者杜康、贾远琨)新华社上海 7 月 1 日电

垃圾回收员的幸福“烦恼”

▲ 7 月 1 日，李明哲（右）在处理居民送来的可回收物。

 7 月 1 日，李明哲在中转站内整理可回收物。

当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规第一
天，记者发现垃圾分类投放工作井然有序。但垃圾回收员小李
却有着自己幸福的“烦恼”。小李名叫李明哲，是一名回收员。
“今年 1 月份，我们刚开展回收业务的时候，一天的量最多
只有 200 公斤。现在最多时可达一吨。这半年，回收量每天
都在增加。”李明哲告诉记者。

回收业务的井喷也给李明哲工作带来了挑战。“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提高，我们的业务量也随之增加。现在我一天最
长的工作时间达 12 个小时，但这个‘烦恼’是幸福的。”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新华社大连 7 月 1 日电(记者于也童、洪可润)“湿纸巾，再湿
也是干垃圾；瓜子皮，再干也是湿垃圾。”近日，随着北京、上海等
地逐步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分类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在
2019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垃圾处理也引起了嘉宾的关注。

走进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地大连东港国际会议中心，随
处可见的垃圾桶格外引人注目。记者注意到，这些垃圾桶近一米
高，呈六边形，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由卡其色瓦楞纸
制造而成。“这些垃圾桶本身就是可回收材质制造而成，在论坛
结束后，也会回收利用。”一位论坛志愿者告诉记者。

随着全球垃圾不断堆积，人们如何应对一次性消费文化带
来的后果？

在嘉士伯集团监事会主席弗莱明·贝森巴赫看来，如今，世
界各地都面临着垃圾处理难题。企业应该在垃圾处理上更加有
所作为，在产品设计、包装、物流等多个环节，都要不断加强研

发，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嘉士伯为了延长啤酒瓶的寿命，使用一种化学新涂层，可使

玻璃啤酒瓶循环使用次数多达 25次以上。”弗莱明·贝森巴赫说。
巴西的一家资源回收管理企业创始人苏萨介绍，巴西目

前在尝试生物可降解材料的研究与开发，通过回收废物材料
来制作新产品。在垃圾处理方面，巴西采取责任追溯制度，让
执行更顺畅。“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把垃圾管理作为自
我发展的一部分。”苏萨说。

在会场外，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条例”从 7 月 1
日起在上海正式施行。根据条例，上海市将建立健全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以
立法促进垃圾分类的普及。到 2020 年，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
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
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夏季达沃斯：全球关注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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