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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气温更火热

“垃圾分类”，莲都在行动
■本报记者 沈隽 余俞乐 通讯员 蓝岳青

8 月 1 日， 莲都区
岩泉街道玫瑰家园小
区、紫金街道御景阁小
区同时启动生活垃圾
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小
区试运行。 这是莲都区
继今年 6 月初在丁香
公寓推行垃圾分类定
时定点投放和清运以
来 ，新增的又一批 “定
时定点”模式小区。 在
此之前，来自莲都区各
个乡镇 、 街道代表在
“争 做 垃 圾 分 类 模 范
生，争创美丽乡村示范
区”誓师活动上纷纷以
一句话表达了参与垃
圾分类的决心。

对莲都人来说，垃
圾分类早已不再陌生。
自 2015 年以来 ， 随着
莲都全面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数以万计的市
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切身感受着垃圾分类
对生活环境带来的改
善。 今年夏天，在莲都，
比气温更加火热的非
“垃圾分类”莫属。

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自己
■本报记者 沈隽

“开展垃圾分类，需要每个人都出一份力。 我们的心愿是，
让垃圾分类像礼让行人一样成为习惯， 变成这座城市的文明
标签。 ”玫瑰家园小区开展定时定点垃圾投放以来，莲都区岩
泉街道丽阳社区志愿者郑少华就没少在投放点进行垃圾分类
宣传。 他是莲都众多垃圾分类提倡者、践行者中的一员。

正如郑少华说的，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这不应只是一句
口号，而应该成为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因为生活在一座文明之
城，畅享和谐有礼的高质量生活，是每个人的心愿。 与此同时，
建设一座文明之城，同样需要每个人都自觉承担起公众责任。

我们厌恶散发恶臭的垃圾桶， 我们远离蚊虫纷飞的垃圾
堆。 乃至每天出门或回家时，在电梯里，看见散落的垃圾，滴下
的汤汤水水，都会皱起眉头。爱美恶臭是每个人的天性。那么，
在一个清洁了大家受益，污染了共同受损的公共环境里，我们
又为之做出多少贡献呢？

在这个夏天， 每一位丽水人都应该时常问自己这样一个
问题：有没有礼让行人，让文明成为风景；有没有分类垃圾，让
生活更美好？

放眼全球， 一向以严明纪律性著称的德国已经有百年垃
圾分类的历史； 被称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
的日本则一丝不苟地做垃圾分类做了 40 年；被称为垃圾生产
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深入公民的生活……这说明，要做好垃
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民生大事，不会一蹴而就。 它需要的是
全体民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需要的是全体民众拥有强烈的
公共意识和公众责任感， 并将这份责任付诸于自身的实际行
动之中。

垃圾分类不仅仅是让垃圾离开城市， 更是为了实现生活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有了政府部门牵头，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人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成为垃
圾分类的提倡者和践行者，才能让垃圾分类这股“潮流”内化
为持久动力，最后开出文明之花，结出生态环保之果。

当下，还有人或嫌垃圾分类麻烦，或以垃圾处理设施不够
完善、存在垃圾混运现象等为借口，不愿做垃圾分类。 这样的
行为，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依然保持旧的生活习惯。如果让我们
换一种思考，如果每个人把垃圾分类当作吃饭、工作、睡觉等
日常行为，那么垃圾分类不就习惯成自然了吗？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当前， 莲都区已在全区机关事业单
位、93 个小区， 165 个村开展了分类工作，基本建立了覆盖城
乡的垃圾分类体系。相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相关分类清运方案，
以破解分类清运中间环节问题，易腐垃圾、有害垃圾终端处理
项目已在建设之中。 接下来，分类清运、分类处理体系都将逐
步完善。

我们期待，在整座城市的配合下，“垃圾分类”将不会再是
“时尚”，而是作为常识习惯陪伴在市民的生活中。 每个人都责
无旁贷，文明的行为方式才能逐渐养成，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才能更加靓丽宜人。

全民参与
全城掀起垃圾分类旋风

“很多住户过来问垃圾要怎么分，分得对不
对。 知道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后， 大家都特别积
极，分类投放垃圾的劲头也很高。 ”8 月 1 日上
午 7 时开始， 垃圾分类督导员马乾平在玫瑰家
园小区西门的垃圾投放点忙碌起来， 接过一包
包居民投放过来的垃圾袋， 用一把小铁钳认认
真真地翻拌检查， 验收后教居民分别倒入相应
的垃圾桶内。 “和小区居民一样，对垃圾分类我
也还在学习，相信会越来越熟练。 ”

在垃圾投放点一旁，还摆着一块“‘绿色 21
天’垃圾分类打卡挑战赛”的白板。“希望通过对
小区住户每天投放垃圾情况进行监督评定，培
养出居民垃圾分类好习惯。 ” 岩泉街道丽阳社
区党委书记章丽芬介绍，“社区内的多个小区都
进行了垃圾分类的上门宣传和指导。 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热情都很高， 大家还提出了很多意见
建议。 ”

新湖御景阁小区的 500 多户居民同样特别
关注这件事。近两个月以来，撤桶选点成为小区
各个微信群中热议的话题。 目前正在使用的两
个集中投放点， 就是通过小区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的投票选定的。

莲都的垃圾分类于 2015 年开始探索 ，
2017 年正式启动，2018 年全面推进。这一年，省
委省政府提出了垃圾分类实行“一年见成效，三
年大变样，五年全面决胜”三步走的要求。 据了
解，今年，莲都区将新增分类村 41 个，分类小区
12 个。 其中，示范机关 26 家，示范街道 1 个，高
标准小区 7 个， 定时定点小区 4 个和商业街 1
条，农村示范村 2 个。

深化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也成为今年
省、市、区民生实事的任务之一，其具体指标要
求是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 85%， 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建制村覆盖率达 65%。截至目前，莲
都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均为 85%。

当下， 垃圾分类这股旋风正吹遍莲都城乡
的每一个角落，吹进每一个莲都人的心里。

多措并举
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到实处

到小区智能垃圾分类箱去扫码扔垃圾，到
可回收垃圾箱去扫码投放回收垃圾……如今，
家住紫金豪庭小区的市民郑永明对垃圾分类投
放已经驾轻就熟。 现在他还经常和邻居们讨论
如何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在去年小区刚
刚开展垃圾智能化收集时，大家意识都不强。最
开始我也是垃圾盖开了就扔， 也不管有没有按
照对应分类。 没想到过了几天垃圾督导员就到
家里来，告诉我要怎么分类，怎么扔垃圾。”郑永
明坦言，“虽然一开始觉得麻烦， 但是做习惯了
也不觉得是件难事。 ”

去年四月以来，莲都区在城中花苑、绿洲花
苑、绿城（括苍园、南明园）、紫金豪庭等 7 个小
区进行垃圾分类省级高标准小区试点， 实行生
活垃圾智能化投放回收。

“由‘垃圾智能发放机+智能垃圾分类箱+
智能可回收垃圾投放箱’ 组成的垃圾智能化收
集‘三大件’设备，融合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实
现居民‘自主投放、平台积分、按需兑换’的功
能。 ” 负责这 7 个高标准小区垃圾分类第三方
服务的村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圣说，
户主拥有一张绘有二维码的专属卡片， 领取垃
圾袋、垃圾投放、称重计量转换积分等都通过扫
二维码实现。不仅如此，在巡检中如果发现有错
投、 垃圾不按照分类投放的情况通过二维码就

可以找到住户，我们就会上门进行垃圾分类指导。
“刚开始实施时， 易腐垃圾投放准确率仅有 20%，
现在已经达到了 70%。 ”

如今，在罗马步行街，随着店面门口垃圾桶的
“消失”，街面上的垃圾也不见了。这是很多商铺店
主的最大感受。 “在以前，店主们习惯把服装包装
袋等大体积的垃圾直接塞到店外垃圾桶里。 试行
上门收运以后，很多店主会将包装袋、纸盒等进行
拆分整理，放在店内等待收集。 ”负责罗马步行街
垃圾收运的环卫工人汤后富说：“现在， 有些服装
店主会把纸袋、 纸板等可回收物的垃圾专门挑出
来打包，我收运时不用再分拣垃圾。垃圾量也比以
前少了很多。 ”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
准确性是关键。自开展垃圾分类以来，莲都区进行
了多种探索和尝试，并取得显著成效。不论是高标
准小区试点，还是定时定点小区、街道试点，都是
莲都区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分得清”的缩影。

在市区， 各个街道社区大量开展上门宣传指
导垃圾分类活动。在乡村，充满智慧的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逐步完善，41 家垃圾积分兑换超市正在大
港头镇、黄村乡、仙渡乡、峰源乡、联城街道等地定
时开门营业，受到众多村民的啧啧称赞。

在莲都区首个垃圾兑换超市所在地———大港
头镇石侯村， 村民蔡美英自豪地说：“平时把农药
瓶、易拉罐、塑料瓶等可回收的都收集起来，每个
月去超市兑换一次，现在家里用的食用油、洗洁精
基本不用买了。 ”

全城行动
变“要我分”为“我要分”

“玫瑰家园小区定时定点投放减轻了清运压
力的同时，也优化了小区的居住环境。 以前，我们
对垃圾桶的清洗是每月一次； 现在， 我们每天清
洗。 ”浙江金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魏以
彪说，“垃圾桶撤桶通知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居民
的反应特别大。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大家的意识也
开始转变。 现在小区住户们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也比以前高了很多。 ”

“变‘要我分’为‘我要分’，让垃圾分类成为一
种社会共识。 ”这成了莲都的新风尚。

2019 年开学之初，莲都区各中小学校纷纷启
动了垃圾分类“班会第一课”。 《小小环保人》《垃圾
分类连环计》《垃圾分类智慧生活》 等与垃圾分类
相关读本的启用， 让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教育系统
化、科学化、常规化跨出了坚实一步，这也是莲都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在中小学、 幼儿园启用垃圾分
类读本。

“小手拉大手，全城在行动。 ”莲都区垃圾分类
办副主任董永悦说， 普及垃圾分类和创建文明城
市一样，将是居民意识逐渐转变提升的过程。

如今， 在莲都 130 多个小区中已经有 90 多个
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这些小区的居民发现，不仅自
己手上多了一张绘有二维码的卡片，所在小区里还
多了一台垃圾袋发袋机，凭卡到垃圾袋发袋机上领
取的易腐垃圾、其他垃圾袋上也有相同的二维码。

“今年，我们将在市区 93 个开展垃圾分类小
区实现‘一户一卡一码’，让垃圾分类有源可溯。 ”
董永悦告诉记者，通过“一户一卡一码 ”，破袋检
查，投放质量（准确率）将及时反馈至户主，并上传
平台，实现垃圾可溯源，分类情况一目了然，分类
正确的家庭积分累积还可兑换相应生活物品。

在莲都，垃圾桶都变成了红蓝绿灰四种颜色，
这四色垃圾桶承载的是莲都这座生态文明之城，
对生态文明的孜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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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怎么分？

常创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