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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据新华社上海 7 月 2 日电(记者郑钧天、杜
康)生活垃圾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湿
垃圾”四大种类；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
罚款 200 元；单位如果进行混合投放或混合运输，
最高可罚 5 万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7 月 1 日正式施行，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垃圾
分类投放正在改变居民传统“一包丢”的习惯。

这座拥有 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正以
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式培养居民垃圾源头分类的习
惯，诠释“新时尚”的内涵。

上海垃圾分类新规首日如期落地

7 月 1 日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
实施的日子，新规第一天实行效果如何？

记者在上海随机走访几个居民区发现，垃圾
分类投放工作基本有序。据虹口区虹叶居委会党
总支书记王静华介绍，该居委会所属的“宇泰景
苑”小区，早在 3 月 1 日就已启动了垃圾分类推进
工作。如今居民都习惯了在每天 7时 30 分至 9时
30 分和 18 时至 20 时两个时间段“做这件‘麻烦
事’”，小区的垃圾分类成效正在显现。“371户居民
家庭原来每天只能产生 0 . 7 桶湿垃圾，分类后每
天可产生 3 .5 桶多，是原来的 5 倍之多。”

每天早上 7时到 9时，晚上 5时到 7时是长
宁区北新泾街道新泾八村的垃圾投放点开放时
间。黑色、棕色、红色、蓝色 4 种垃圾桶一字排开，
2 名由小区居民“兼任”的志愿者早上 7时不到就
守在投放点前，与居委会干部和物业员工一起拿
着长夹子、戴着橡胶手套，迎来陆陆续续来扔垃圾
的居民。他们耐心地对居民垃圾开袋检查，指导居
民进行干湿垃圾正确分类。

做了 3个多月的志愿者、年逾古稀的王阿姨表
示：“不少年轻人看到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帮他们分垃
圾，就不好意思不分了。”

不少居民表示，虽然“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并
分类，改变了固有的垃圾投放习惯，但现在大家的
环保意识都提高了，他们正在积极参与到垃圾分
类中。

“大难题”如何从细处入手落到实处？

近日，“拎得清”被新解为“手里拎着垃圾能分清
的上海人”……各种诙谐的段子背后正是上海市民积
极广泛参与的写照。
记者调查发现，上海正通过精细化、科学化的

“绣花工夫”把垃圾分类工作做“细”做“实”。在“一

小区一方案”的策略下，各街镇、各小区正让垃圾
分类投放新规平稳落地。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狄梁认
为，垃圾分类之所以顺利推进，主要是前期政府、
基层组织、机构和热心居民群策群力，做了大量的
铺垫工作。“街道和各居委会早在 2018 年底即开
展调研，分析实行垃圾分类的难点，邀请小区的楼
组长、业委会、物业、保洁员一同研究如何推进，确
定每个小区的合理方案。”

“今年春节过后，居委会陆续走入 371户宇泰
居民的家门，送上‘三件套’入户包——— 一本垃圾分
类指导手册、一个冰箱贴和一只挂壁式垃圾袋支
架。手册由志愿者手绘，冰箱贴上印着自编的分类
口诀和分类搜索二维码。垃圾袋支架是专门定制
的，可在橱柜门上夹个塑料袋，湿垃圾就能很方便
地扔进袋子里。”王静华说，居委会和志愿者们还
在小区进行了一系列宣讲活动，横幅、海报、分类
指示牌等悉数“上岗”……“这些‘热身动作’就是要
让居民意识到垃圾分类真的要开始了。”

推进工作不仅要精细化，更要科学化。“工作
推进前期也有一些居民不理解，错过开放时间就
把垃圾扔在小区空地上；更有一些居民把垃圾扔

在居委会门口。我们也进行了反思，推进垃圾分
类之前得充分做好调研，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闵行区合生城邦三街坊党支部书记汤唯娟说，
针对周末居民想睡个懒觉、垃圾产生量比工作
日更多的情况，小区增加了“中午 11 点半到 12
点半”的垃圾投放时间段。

针对特殊需求和困难，不少小区也采取了
人性化举措。对于独居或下楼扔垃圾困难的老
年群体，闵行区、徐汇区、虹口区等的多个小区
采取了物业“托底”的方式。再如有些小区“996”
工作制的白领居民占比较高，往往赶不上垃圾
投放时间，就设立了延时投放点。汤唯娟说：“垃
圾分类既要有规矩也要有温度。”

在科学性推进方面，虹口区还专门成立“上
海虹口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让垃圾分类推
进工作成为标准化流程。不少街镇还引入了专门
从事垃圾分类咨询的社会组织，以推动各小区形
成垃圾分类的长效自治管理机制。例如，上海市
绿境邻社区服务社是一家专为社区量身定制垃
圾分类方案的机构，其已探索出垃圾分类工作
“八步法”——— 氛围营造、前期调研、点位改造、团
队组建、志愿者招募、入户宣传、值勤监督、成果

巩固，分阶段养成居民自主分类投放意识，目前
已有 29 个小区试点成功。该组织负责人周春表
示：“垃圾分类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是需要科学
的方法推进，居民垃圾源头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
时间。”

干湿垃圾分好后会进行怎样不同的处理？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设有垃圾焚烧厂与
垃圾填埋场，承担了上海大部分市区的干垃圾
处理。目前，该中心每年总焚烧处理生活垃圾达
到 300 万吨，约占上海市居民年产生垃圾总量
的 1/3。干垃圾在烈焰中转化为绿色清洁的电
能，每年发电近 15 亿千瓦时。炉渣则将变身为
砖、水泥等建筑材料，剩余垃圾体积将减为最初
的 1%，变成飞灰填埋。湿垃圾则经过破袋、分
拣、水解制浆后，经有氧发酵变成肥料，或者无
氧处理生成沼渣和沼气。

三维度诠释垃圾分类“新时尚”

目前，上海已形成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热
潮，2400 余万常住居民正从“新”“时”“尚”三大
维度生动诠释和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

——— “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湿垃圾“去袋”是让很多居民“皱眉头”

的环节。于是，各小区的居民发挥才智，发明
了各种“分类神器”。记者在宝山区的宝林五
村看到，带有锯齿的“分类神器”被架在湿垃
圾桶上，垃圾袋被锯齿一钩就破掉了，居民将
湿垃圾抖出来后，袋子就可扔到干垃圾桶里。
该“神器”目前成为多个小区最受青睐的工具
之一。

有的小区还引进可回收物智能投放设备，
由于操作便捷、直接提现，很受老年人和儿童
的欢迎：“金属， 0 . 60 元/公斤；塑料， 0 . 55
元/公斤；纺织物， 0 . 20 元/公斤；饮料瓶，
0 . 04 元/个；纸类， 0 . 70 元/公斤；玻璃，公益
回收；有害垃圾，公益回收……”

——— “时”：“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推动

“定时定点”扔垃圾，即居民需要在固定的时间
段、到固定的投放点扔垃圾。根据居民投放垃圾
的高峰时间段，投放点每天开放时长设置为 3 至
4 小时；住宅小区每 300 至 500户居民设置一个
垃圾分类投放点。

“在垃圾分类推进初期，市民会存在‘搞
不懂’和‘不想分’的心态。这就需要志愿者
在一旁指导，开袋检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处长徐志平直言，“垃圾分
类涉及居民意识与习惯的改变，前期的‘不方
便’难以避免，定时定点扔垃圾主要是为了集
中监督管理。”

——— “尚”：创新社会治理手段鼓励全民
崇尚环保

在“宇泰景苑”小区，街道和居委会专门
做了一个垃圾分类的“标本”——— 堆肥花园，
很受居民欢迎。该小区利用部分湿垃圾发酵以
后产生的肥料种花和蔬果，居民们则纷纷拿出
自家绣球花、长寿花、月季花等观赏性植物到
花园里种植，他们亲切地称堆肥花园为“一米
菜园”。

“目前堆肥花园已在小区居民的呵护下自运
营，厨余产生的多余肥料不仅用于花园自用，小
区的居民亦可前来取用。”王静华说。

“在居民小区推行垃圾分类，光讲大道理
不一定行得通，让大家真真切切看到垃圾分类
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微改善，才是叩开心门、转
变观念的‘金钥匙’。”狄梁说，要让居民心
甘情愿做好分类，最好是让他们亲眼看到垃圾
分类的好处。

“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需要持续推进，
形成长效机制。”狄梁认为，此项工作的推进
实际上是一个社区居民自治和共治的问题。只
有围着“人心”转、与居民在不断互动中完善
实施，才能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参与采写：张梦洁、何欣荣)

上海“新时尚”：用“绣花功”解垃圾分类“大难题”

新华社贵阳 7 月 2 日电(记者向定
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
指明了方向。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当前以致富带
头人为主的群体，进入村“两委”班子
任职的“能人治村”现象增多。在引领
乡村快速发展的同时，有的能人变“狠
人”等现象也值得警惕。

令人叹息的蜕变

来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寨
村，村委会坐落在一片待拆迁的老旧房
屋中。一间办公室的门牌上，原村主任
王华的名字还在。今年 4 月进驻贵州的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指出，王华有
犯罪前科，村“两委”人员背景筛查存
漏洞。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3 年，时
任村委会副主任、分管拆违控违工作的
王华还因带头毁林、占用耕地大肆建房
2800 余平方米，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该村一名村干部说，由于村子面积
大，外来人口多，征地拆迁补偿扯皮
多，干部工作压力很大。部分村民表
示，在村委会带领下，全村积极融入城
市化进程，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然而，
村干部却相继“出事”。上一任村支书
唐松 2017 年因接受
施工方贿赂、侵占集
体资产等问题被查。

记者梳理发现，
近年来，不少被查的
村干部，都曾是群众
心目中能干的代表，
他们为村里作出过贡
献，也得到了许多荣
誉。

今年 3 月，河
北省赞皇县北清河
村原支书李文华因
涉 黑 、 涉 枪 、 涉
毒、涉赌被判刑 21
年。此前，他曾获
得“十佳”优秀党
支部书记称号。

今年 6 月，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清江村
原支书何兴明因侵占集体征地补偿款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而他在当地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
物，任职期间带领村民创造了人均收入翻两
番、村集体资产增长 57 倍的“奇迹”，获得过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农村改革百名优秀人物等
荣誉。

既有个人蜕变原因也有

外部监管缺位

“‘能人治村’没有问题。只不过在
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对能人的要求不
一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说，过
去我们片面强调了能人带领农民致富的
功能，这就导致很多地方，把能人和富
人画了等号。

在他看来，一些“模范村干”“明
星支书”成为村霸，首先与村庄的权力
结构息息相关，外部监管缺位。其次，
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管理混乱也是
一个重要诱因。

贵州省铜仁市纪委常委、正县级纪
检监察员于红也认为，村干变村霸，除了
理想信念缺失，权力观、利益观、价值观
“三观”迷失外，还和当前一些地方基层
党建薄弱以及农村用人实际有关。

综合施策解决问题

受访人士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
由于各项监督机制的完善，村霸现象得
到了较好整治。但要为乡村振兴提供坚
强政治和组织保障，还需要持续规范乡
村权力运行机制。

吕德文认为，如今，一个村干部除
了在村里有威望，能带头致富，最主要

的还要符合我们党和政府
的要求。要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他建议，要
进一步解决好村干部自主
空间的问题，比如项目落
地过程中，如何避免强揽
工程等行为。

于红提出，当前要严
格对照《关于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全面落实村“两委”换届
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坚
决防止和查处以贿选等不
正当手段影响、控制村
“两委”换届选举的行
为，严厉打击干扰破坏村
“两委”换届选举的黑恶
势力、宗族势力。

此外，要坚决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
和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
队伍。坚持抓乡促村，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要继续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既加强对村霸的打击，也要
铲除背后‘保护伞’，切断他们之间的黑色利益
链。”于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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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试点启动已 19 年

为何很多地方依然“分不清”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7 月 1 日起，上海

迈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46 个重点城市也在加
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事实上，从 2000 年开始，垃圾分类工作已
经在一些地方推行。但 19 年过去，垃圾分类在一
些试点城市推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垃圾依然“傻
傻分不清”。垃圾分类难点到底在哪里？

由点及面 19 年逐步推进，有的

城市群众获得感不强

早在 2000 年，垃圾分类工作就已启动，由 8
个试点城市，到 26 个示范城市(区)，再到 46 个重
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2000 年 6 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
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8 个垃圾分类
收集试点城市。

2014 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
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

2018 年初，住建部印发通知，要求 2018 年 3
月底前，46 个重点城市要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年度工作目标，细化工
作内容，量化工作任务。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
介绍，目前，46 个试点城市均制定了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其中近 30 个已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
规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
方责任。已有 22 个城市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垃
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城市都开展了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张乐群说，上海、厦门、深圳、杭州、宁波、北
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处理体系。

与此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徐海云表示，目前，全国总体的垃圾
分类覆盖范围还很有限，一些城市仍停留在基础层
面，现行的 46个重点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数量的 7%
左右，同时这 46个重点城市的进展不平衡，有的
城市群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获得感并不强。

效率“三低”成垃圾分类“拦路虎”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低、分类投放准
确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等“三低”问题，是垃圾分
类的“拦路虎”。

在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小区，居民李大爷提
着一袋厨余垃圾走到楼下，面对标有“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桶，毫不犹豫地将袋子扔进
了“其他垃圾”桶内。像李大爷这样的居民仍是多
数，有的居民表示“不知道要分”，有的说“不知道
怎么分”。

在广州，生活垃圾实行“四分法”：可回收
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不少市民
其实并不真正知情。广州市民唐小姐困惑：嗑瓜
子吐的瓜子壳是餐厨垃圾还是其他垃圾？用过
的湿纸巾是可回收垃圾还是其他垃圾？

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2000 年，北
京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
市，北京市有 30% 的街道、乡镇创建了 100 个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 2018-2020 年立法规
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
确垃圾分类责任。

但目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放率较低。
“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厨余垃圾理想状态应该
至少分出 20% 的量，实际仅为 5%。”北京市城管
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说。“最难的是分类的正确
率，真正能达标的只有 30%至 40%。”参与合肥市
垃圾分类试点运营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混装混运”打击了一些市民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好不容易分好类，垃圾车混在一起就
拉走了，完全白干了！”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

合肥试点地区的一位街道干部反映，由于缺乏
处理场所，日渐增多的餐厨垃圾“无处可去”。此外，
有毒有害和大件垃圾的末端处理也往往“没有着
落”，最终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挫伤群众的垃
圾分类参与热情，影响分类体系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处
理，不少地方是空白；在可回收物中，高价值的有
机构愿意回收，低价值的少人问津。按照国家要
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网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
应是相融的，但现实中这两张网的衔接时有断
点、堵点，造成“混为一团”。

如何破解政策落地难题？

“2011 年，上海选择 100 个试点小区，3 个月
后，多数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50%。但
一年之后再去调查，参与率降到了 20% 甚至更
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说，如
何形成长效机制是要反思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各地正从法规配套、宣传动员、
日常监管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落实到
位。广州是 2000 年我国首批 8 个垃圾分类试点
城市之一，也是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进
垃圾分类的城市，目前已出台配套制度，包括制
定条例实施意见，针对学校、机关团体单位、酒店
等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指南 12 项指引等，初步建
立垃圾分类法规制度体系。

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环卫科负责人王学军
说，有些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80% 以
上，垃圾减量 30% 以上。根据他们的经验，相关知
识的宣传应更细致。比如，有的家庭在分厨余垃
圾时，将袋装甜面酱、瓶装辣椒酱、牛奶瓶等都扔
进了厨余垃圾桶。正确的分类方式，应该是将瓶
子、袋子清洗干净再扔进可回收垃圾。改变这类
居民生活习惯，靠耐心的宣传、长时间的监督，最
终形成正确意识和方式。

对于日常监管，专家建议加强各方互相监督。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说：“市民投
放垃圾，由物业监督指导；物业是否在垃圾箱房分
类存储垃圾，可由市民监督；垃圾运输车如果发现
小区垃圾分类没做好，可以督促物业分类；同样，物
业可以监督运输车是否‘混装混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
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循
序渐进、久久为功地抓下去。”(采写记者：舒静、王
优玲、关桂峰、杜康、周颖、姜刚、颜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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