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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垃圾回收，有知识产权无数字鸿沟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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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无废城市，以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推进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最大程度减少固体废物处置

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

最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无废城市建设，是一场

全社会的发动，除了激活社

区细胞，生产、流通和消费环

节的制度设计，不可或缺。

《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

明确规定——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

用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

应当按照规定，以自建或委托

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

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

向社会公开，实现有效回收和

利用。本市综合考虑产品市

场规模、环境危害和资源化价

值等因素，探索拓展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的适用范围。

■ 快递包装减量
鼓励电子商务、寄递企业

与商品生产企业加强上下游

协同，设计并应用满足快递物

流配送需求的商品包装，推广

电子商务快件原装直发，推进

产品与快递包装一体化。

鼓励寄递企业使用低克

重高强度快递包装纸箱、免

胶纸箱或可循环配送箱等，

通过优化包装结构减少填充

物使用量。

■ 绿色消费“光盘行动”
本市推动开展“光盘行

动”，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

饮食文化，增强公众反对食

品浪费意识。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 当采取主动提示提醒

消费者适量点餐取餐、提供

小份餐等不同规格选择和提

供剩余食品打包服务等措

施，防止食品浪费。

支持商场、超市、旅游专

卖店等场所开设绿色产品销

售专区。倡导饮品经营者为

自带杯具的消费者提供优

惠。倡导旅馆经营者提供续

充型洗洁用品。依法禁止、限

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全国首部！《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上午表决通过——

社区碳普惠激活
无废城市细胞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小区里，一个智能回收
箱，你拿起手机点点小程序，
刷刷二维码，纸张、塑料、金
属、玻璃、旧衣物，分门别类投
进去，积分就来了，攒够5000

分，提现，5元钱，秒到账。
你做的可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运用社区“碳普惠”激活了
“无废城市细胞”，每次激活，都
是在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
《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
这是全国首部无废城市建设
地方立法。源头减量，是无废
城市建设的核心关键；引导激
励公众参与，是鲜明的立法导
向。那么，社区基层实践中，
“碳普惠”究竟如何激活“无废
城市细胞”？

春江小区，一个房龄40年的售

后公房小区。383户居民，实有人口

1300余人，60岁以上老人551人。其

中，春江大楼是原卢湾区最早建成的

动迁安置高层住宅，当年曾是地标建

筑。2022年，春江小区获评上海市

老年友好型社区。

老小区、老年友好型社区，探索垃

圾分类精品示范，特色何在？科技！

“去年以来，小区垃圾回收一系

列智能化改造，很关键。”市人大代

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龙华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张丞俊说。

房子旧了，重新装修，建筑垃圾

就成了小区环卫大问题。去年，五里

桥街道城建中心和龙华居委征询居

民意见，决定使用组合式装修垃圾回

收箱。上海烨霆科技研发的这款装

修垃圾组合式回收箱和摆臂式收运

车，委托中汽商用汽车设计、改装和

生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通常，垃圾回收车，车和箱，是一

体的。烨霆科技研发的这款，很特别

——车箱分离，车是车，箱是箱；但车

和箱、箱和箱，能组合，摆臂车一次最

多能运3只组合箱。当小区建筑垃

圾量较多时，3只组合箱集中放置在

一个小区，提高收运量；建筑垃圾减

少时，3只组合箱分投不同小区，提

高周转率。

回收箱外观简洁大气，一只可容

纳50-60袋装修垃圾；装满了，摆臂

车来转运，若装3箱，每车次运输量

可达150-180袋。

小区里，回收箱一满，物业就联

系清运公司，满箱运走、空箱就位。

装修垃圾短驳清运服务小程序，让投

放、运输有序衔接，形成“线上管理+

线下服务”的社区服务新模式，实现

了装修垃圾“不落地”。而且，清运过

程无噪音无扬尘，环境友好度大大提

升。一年用下来，居民很满意。

另外，春江小区还增添了生活垃

圾智能回收柜，集垃圾分类、压缩、存

储、运输和回收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

源头减量，提高资源利用率，很给力。

有趣的是，不少老人因此学会了

使用手机小程序，扫扫回收箱二维

码，回收、积分，两不误。

老人家说，垃圾减量资源回收阿

拉积极参与。数字鸿沟？不存在的。

《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说，

要在机关、社区、园区、工厂、商场、旅

馆、饭店、景区、校园、医院、会展场

馆、农贸市场等社会组成单元，开展

“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活动，培育在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和循环利用的典型，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

无疑，探索打造“生活垃圾分类

精品示范居住区”，春江小区的示范

意义就在于——即便老小区，借助高

效社区治理搭上智能化“科技快车”，

就算装修垃圾回收这个“老大难”，也

能四两拨千斤。

在这里，激活“无废城市细胞”的

碳普惠，是以科技改变生活，实现垃

圾源头减量，便捷、高效、无障碍。

楼道里，车棚下，角角落落，总摆

着那么几辆破旧自行车，人称“僵尸

车”，最让物业头疼。不处理，占用公

共空间，妨碍居民通行，小区环境品

质、消防安全，都受影响；处理吧，一

些居民又觉得白白丢弃可惜。

有偿回收，可行吗？行不行，做

了才知道。

上周，海潮路222弄雅士公寓门

口小公园，出了件新鲜事。半淞园路

街道牵头，联合居委和城投公司开展

“僵尸车”有偿回收活动。周边小区

居民闻讯赶来，带着自家闲置、废弃

车辆，以及各类可回收物。一天下

来，共回收各类废弃非机动车40余

辆，还有大量废报纸、纸板箱。

小公园里的专项回收活动，只是

序幕。近期，针对“僵尸车”及楼道堆

物现象，申城众多居民区都将开展集

中整治。“沪尚回收”等回收主体企业

主动进入小区有偿回收，增强广大居

民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意识，倡导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活理念。

专项回收活动，契合的，正是碳普

惠。《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提出，

本市探索建立碳普惠机制，开发具有

针对性的碳减排项目和场景，将单位

或者个人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并赋予

价值，运用商业激励、市场交易等方

式，引导公众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在社区，废弃物回收活动，要实现

——从处理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构

建起常态化的长效回收机制。各个街

道城建中心将组织开展更多场“僵尸

车”专项回收活动，做好广泛宣传，发

动更多居民参与，共同营造宜居社区。

另一个改变是，无废回收的便利

化，从定时定点向全天候延伸。今

年，黄浦区绿化市容部门将指导可回

收物主体企业与街道合作，在社区投

放更多可回收物智能交投机，全天

24小时满足居民自助交投，持续扩

大“回收服务进小区”覆盖面，提供形

式多样的个性化回收服务。

吴梦涵，巨鹿路第一小学三年级

学生，参观了南昌路290号智能化、

景观化垃圾箱房，她就有了一个小心

愿——要和同学设计出更时尚的垃

圾箱房。

百年南昌路，要看街区新景观，

就来南昌路290号。这里，垃圾箱房

升级焕新，马路边上，四幅水墨山水

画，好似四扇屏风，正是垃圾箱房外

墙；箱房里，感应式四分类投放口，整

洁实用。在这里，垃圾箱房彻底告别

“脏乱差”，一跃成为新风景。

在申城，垃圾箱房升级换代，究

竟将改变什么？

首先，是环境品质。垃圾箱房变

街景，用居民的话说，很干净，看看都

养眼。好的环境，对市民行为的导向

作用，必然是正向的。

其次，是观念之变。脏、乱、差，

是人们对垃圾箱房的刻板印象。刻

板印象，能否改变？申城不少社区，都

在积极推动改变。效果是，走过路过，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垃圾箱房

吗？垃圾箱房竟然可以这么体面！第

二反应是——要是全上海的垃圾箱房

都这样，那可就太好啦！

有了全新的想法、全新的向往，

才会有更多行动推动垃圾箱房大变

样。作为城市的心脏、窗口和名片，

黄浦区已在全市率先试点垃圾箱房

设计大赛。比赛，只是方式；升级，才

是目标。

在申城，建设无废城市，垃圾分类

已成市民生活新时尚。如果说，垃圾

分类1.0普及“四分类”，申城进入生活

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起步阶

段；那么，垃圾分类2.0就是以“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为目标导向，从最

贴近居民生活的垃圾箱房入手，以形

象之变、功能之变带动效能之变。

事实上，垃圾分类2.0以来，垃圾

箱房智能化、景观化，已是升级生活

垃圾分类水平最直接的切入点，代表

了绿色低碳生活的新趋势、新方向，

以及治理能级提升的新要求。

那么，最时尚的垃圾箱房，可以

长成什么样？

梧桐树下，“新时尚焕发街区新活

力”垃圾箱房设计大赛，即将揭晓比赛

结果。这场大赛选取衡复历史文化风

貌区内5处社区，公开征集垃圾箱房设

计方案，所有热心市民、社会团体均通

过瑞金二路街道公众号提交设计方

案。一个目标是：持续提升社区源头

投放环境，让垃圾箱房便利化、智能

化、景观化，鼓励市民热情参与社区治

理，共同践行低碳绿色生活，形成垃圾

分类、社区共治良好氛围。

这样的目标，正是地方立法所期

待的，《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大

力倡导建立无废城市建设公众参与

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公众

意见，激活“无废城市细胞”。

在申城，当众多街区、社区、小区

积极参与无废城市建设；当新时尚变

成新风景，更多资源、更多力量有序参

与基层治理，治理效能也将因此提升；

无废城市，久久为功，必将名副其实。

处理“僵尸车”，专项回收进社区一项活动

垃圾箱房设计，开启绿色低碳新景观一场大赛

■ 思南路垃圾箱房变街景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春江小区投放的轻量型装修垃圾收集箱，可实现“装修垃圾不落地”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