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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要分类，首先要有设置科

学合理的分类设施。《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说得明白———

■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或生产经营场

所应当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
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

■ 住宅小区和农村居民点应

当在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交付点设置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

圾四类收集容器；在其他公共区域
设置收集容器的，湿垃圾、干垃圾两

类收集容器应当成组设置。

■ 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可回收

物、干垃圾两类收集容器；但湿垃圾
产生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应当增加

设置湿垃圾收集容器。

■ 市绿化市容部门应当制定

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规范， 并向社会
公布。收集容器的颜色、图文标识应

当统一规范、清晰醒目、易于辨识。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高层住宅小

区，是否允许每层都设置垃圾桶？在
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公共场所，

特别是马路上，还要设置垃圾桶吗？
这个“设置问题”，曾是立法听

证会上的焦点问题。听证达成的共
识是———垃圾桶放到哪里，放多少，

不是小问题，合理配置，对公众分类

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
事实上，市统计局一项专题电

话调查显示，在 2000多名受访市民
中，认为“分类处理设施不健全”是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主要障碍的比例
最高，约占 32%。普遍看法是，法规

应当明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的原

则，不宜过细，不能一刀切，既要体
现标准化、规范化，又要充分考虑各

类型小区、公共场所和农村地区的
实际，因地制宜，给基层更多自主

权，但收集容器的颜色、标志标识要
做到全市统一；另外，特别要明确一

条原则———没有相应的分类收集容
器，就不得投放这类垃圾。

那么，高层住宅能设垃圾桶吗？
听证会内外，这个问题确有分歧。立

法调研中，44.8%的受访者认为应
当由小区自行决定；32.6%认为可

以每层设桶，但要设置分类垃圾桶；
22.6%认为不能每层设桶。

赞成或反对，都有原因。赞成，
因为方便；反对，一来担心招老鼠蟑

螂，二来更担心消防通道被堵危害
公共安全，何况，消防条例原本就对

消防通道的“绝对畅通”有明确要
求。安全和方便，哪个更重要，权衡

利弊，何去何从？最终，条例明确提

出“市绿化市容部门应当制定收集
容器设置规范，并向社会公布”，立

法的倾向性不言而喻。
至于公共场所如何设置垃圾

桶，也不难看出申城的环保前景。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看世

界后，一个现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印象———在东京，马路上看不见垃
圾桶，这个垃圾分类做得出奇好的

城市，为啥马路上没有垃圾桶呢？因
为，市民都习惯了垃圾分类，习惯了

在家定时投放，习惯了不在马路上
丢垃圾。那么，上海的马路上还要设

置垃圾箱吗？目前，条例说了———
“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可回收物、干垃

圾两类收集容器。”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比照其他全球城市，上海会逐

步减少道路沿线的收集容器数量。
如果说，投放方便，是垃圾桶设

置的“面子”；安全、规则和分类习惯
的养成，才是垃圾桶设置的“里子”。

在环境友好的上海，大家在乎
“面子”但更要“里子”。所以，今年 7

月 1日前，所有设置在高层住宅内
的垃圾桶纷纷撤离，是人们的环保

选择、安全选择，更是对法治和规则
的遵从。未来，申城马路上不见了垃

圾桶，那只是因为———申城垃圾分
类已经习惯成自然。

    一个垃圾厢房， 设置很标

准，完全符合四分类要求，特别
的是，这个垃圾厢房有自己的名

字，它叫———绿屋（见上图）。

绿屋，位于长宁区新泾镇绿

八居民区一个保障房小区里。小
区，不算新也不算旧，二百来户

人家共用绿屋，楼道内一律不设

置垃圾桶。

绿屋，定时定点开放，居民

到点来投放垃圾，已是生活的日
常；特别的是，湿垃圾，大家都会

“破袋投放”。为啥要破袋？因为，

那个塑料袋是“干垃圾”呀！

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经过了社区培训，“四

分类”， 居民早已心中有数。 不
过，这个“清清爽爽”来得不容

易。 小区没有业委会，居委会和
社区业委会联席会议联手发动

“四分类”。 有一阵子，每晚七时
到九时，晚饭后就寝前，宝贵的

两小时，就是居委会、志愿者挨
家挨户宣传“四分类”的“黄金 2

小时”。

终于，四分类，定时定点投

放，家喻户晓。目前，小区居民垃
圾分类的投放准确率已从起初

的 11.1%提升至 95.3%。

小区里， 有两位独居的”轮

椅老人“，他们定时定点投放垃
圾，显然不方便，怎么办？ 不急，

志愿者每天上门帮老人收垃圾。

若有居民要出差了旅游了，出门
前， 需要临时处置家中垃圾，志

愿者也会帮助处理。 在绿屋，定
时定点投放，是规则，但规则的

遵循，从来都不缺乏精细的管理
和服务。

在绿屋，居民每天都能读到
前一天小区“每日资源回收利用

率”公示。本月 12日的一组数据
是———可回收物，10公斤；湿垃

圾，18公斤；干垃圾，18公斤。垃
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率＝湿垃

圾＋可回收物 ／干垃圾＋湿垃圾＋

可回收物＝61%。

无论是分类准确率的提升，

还是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率

不断走高，都让居民很有环保成

就感，也让大家相信———无论新

小区还是老小区，无论商品房小
区还是保障房小区， 发动起来、

组织起来，垃圾分类，就会习惯
成自然。

绿屋所在的长宁区，正在全
力创建第一批上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区。 截至昨天，长宁区

所有 739个居民小区都已启动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6个街道

实现 100%覆盖， 完成 909座垃
圾箱房标准化改造；698个居民

小区通过“定时定点”验收，占居
民小区总数的 94.45%。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如何
示范？ 绿屋，就是答案。

从 “示范” 的意义上说，绿
屋，就是申城环保的保障，就是

申城“生活新时尚”的生动写照。

姚丽萍

申城宾馆酒店告别“六小件”，高层住宅楼道撤销垃圾桶———

习惯“不习惯”养成“好习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7月 1日起实施，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本月
12日发布实施意见，申城旅游住宿业将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垃圾分类专项监督显示，申城小区高层住宅楼道
正在陆续撤销原有的垃圾桶，依法规范设置垃圾分类设施。

伴随垃圾分类大力推进，人们感受到了种种“不习惯”，但这种种“不习惯”

却正在塑造城市环保“好习惯”。首席记者 姚丽萍

    出门在外住宾馆，客房卫生间

都少不了洗漱用品，牙刷、牙膏、梳
子、剃须刀、洗护用品、拖鞋，业内统

称“六小件”。“六小件”的确让出门
在外的人方便了不少。很多年来，人

们习惯了这种方便，却忽视了这种
方便对环境的“不友好”。“六小件”

都是一次性用品，“一次性家族”成

员有哪个算是“环境友好型”？
环保已是共识，对于新规，公众

舆论纷纷表示支持，无论是保护环
境还是减少浪费，告别“六小件”都

是好事。这些年，走出国门看世界已
是生活常态，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走

走看看，人家不提供“六小件”，又有
什么大不了，每年长假出国大军不

还是浩浩荡荡？看来，“六小件”并非

旅游住宿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少了“六小件”，倒是更能为国家和
地区的生态文明、环保素质加分。

或许，一些消费者会有疑问，酒
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一次性日用

品后，是否意味着客房价格会有所下
调？住客要求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时是

否会收费？对此，绿地酒店旅游集团

表示，绿地旗下酒店的客房价格不会
因为一次性日用品的提供与否而变

动，住客若主动索要“六小件”，酒店
也可以免费提供，酒店对预订 7月 1

日后入住的客人发邮件告知。

可见，“六小件”在房价考量中
显然缺乏权重。想想也是，“六小

件”大多质次价廉，房价无论高低，
若想要消费者感觉物有所值，关键

还在“服务质量”，起码，毛巾是毛

巾，抹布是抹布，靠谱的服务绝不会
混着用。

告别“六小件”，目前上海多家
酒店已开始在酒店房间预订网站广

而告之，“告别”的实际影响要到 7

月 1日后见分晓。

一种预期是，未来，人们到上海

来旅行，预定宾馆酒店时，会被宾馆
酒店预先告知———不提供“六小

件”；如果组团来沪观光，旅行社会
提前告知———上海宾馆酒店跟“六

小件”再见了———就好像赴欧洲游
行前告知一样。

至于，这样的告知，是否会犹豫
了近悦远来的脚步？答案，恐怕是否

定的。更长远的看，申城旅游住宿业
不提供“六小件”，终究还会习惯成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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