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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细碎的褐土上

面，生长出翠绿的藤
蔓，几株摇曳的番茄，

正期待着果实的到

来。你绝对想不到，
番茄根部的肥料，

用的或许是你昨晚
扔掉的苹果皮，也

或许是你午餐时吐
出来的几根鱼刺。

“这是我们研究
的‘终端产品’。”一进

门，上海海洋大学食品
学院副教授刘海泉就向

记者展示了一包褐色的“泥
土”。闻起来，并没有想象中化肥

那般刺鼻的气味。“把它们撒在土壤里，就成
为植物生长的肥料了。”将湿垃圾变废为宝，

是刘海泉团队自2013年起就有的梦想。今

年上海加快实施垃圾分类，也让团队研发
的湿垃圾高效酵解处理装置迎来了春天。

几小时 湿垃圾变肥料
厨余垃圾约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30%-

50%。如何对以厨余垃圾为主的湿垃圾进行

末端处理，成为科研工作者探索的新目标。
刘海泉展示了他和团队走访调研的结

果———当前，厨余垃圾处理存在难脱臭、能

耗大、二次污染以及效率低等问题。具体来
说，垃圾中的高盐高油会导致处理周期延

长，过程中易产生臭气和污水，造成对环境
的再次破坏。

对比和试验了大量方法后，刘海泉团
队终于制造出一台自己的“垃圾处理机”。

它一次可以饱餐 120公斤的湿垃圾，消化

它们最快只需 4个多小时，而目前同类方
法处理需要近一天的时间。“酸奶发酵有适

合的时间和温度，湿垃圾的发酵同样需要

‘配方’。”刘海泉团队设计的装置，能让复

合菌液在 60至 80摄氏度的环境下与厨余
垃圾充分混合，达到低温酵解的目的。同时

通过抽真空的方式，使设备内部酵解过程
处于一个较高的压力范围内，便于餐厨湿

垃圾的快速酵解。

除臭气 降低环境污染
团队研发的处理装置吃进去的是湿垃

圾，那经过消化的产物又是什么？答案是：

肥料和无污染的水。记者在现场看到，37公
斤的垃圾经过近 5个小时的酵解后，转变

为 11公斤的肥料。“我们将发酵时产生的
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最终以水蒸气的

方式从大气中排放。相对臭气冲天的简单处

理，对环境的污染大大降低。”刘海泉说，“经
过实验验证，湿垃圾处理后产出的肥料，可

以有效促进植物生长；如果做成颗粒饲料，
可以喂食经济类昆虫，带动后续产业。”

带着湿垃圾高效酵解处理装置，刘海
泉在采访结束后星夜赶去合肥，参加又一

场博览会。此前，团队的设计已经得到多方
点赞。“目前我们处理每公斤湿垃圾的成本

仅需 1.54元，还不算产出肥料带来的经济
利益。我们希望这些‘湿资源’不再成为环

境的负担，而是回馈大自然的营养素。”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海洋大学团队研发出湿垃圾高效酵解处理装置

早上扔掉是厨余，中午收回变肥料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在 7月 1日即将

施行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第 29

条明确了本市将实行“不分类，不收运”的原

则。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怎样的垃圾会被拒
收？环卫部门又会采取什么方式“拒收”呢？昨

天，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了由上海
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印发的《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生活垃圾

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试行）》，对市民和物业
关注的问题给出了解答。

什么样的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规程》
明确：

■ 在生活垃圾交付点拟交付的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等不同类别垃

圾中，明显混有其它类别生活垃圾，或混有建
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的，该类别分类

垃圾即不符合分类标准。

对于垃圾是否达到分类质量标准， 由收

运单位作业人员现场目测判定。

那么，收运单位会按照怎样的流程实行

“不分类，不收运”呢？实行“三步走”的模式：

■ 告知和要求改正，收集、运输单位在
生活垃圾交付点发现拟交付的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

应当告知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并要

求其改正。 给单位的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天，给居住区的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 7天。

在改正期间， 收运单位对不符合标准的
湿垃圾和干垃圾， 都会纳入干垃圾收运系统

清运。 而对于不符合标准的可回收物和有害
垃圾，则在改正期限内不予清运。

■ 当要求改正期限结束后，如果垃圾仍
不符合分类标准，收集、运输单位可以对混合

垃圾拒绝收运。 同时，收运单位会将混投的单
位、居住区等信息，当天就报告给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并汇总报送区绿
化市容部门。

■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接获收
运单位报告的信息后，应及时组织协调处理。

对前期改正不到位的，督促进一步改正到位；

管理责任人仍旧拒不改正的， 移送城管执法

部门处罚， 并将拒不履行分类投放管理责任
的物业服务企业信息提交市房屋管理部门，

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同时，收运

单位将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协
调意见，将及时恢复对拒绝收运单位、居住区

的生活垃圾收运。

此外，《规程》还规定：

■ 生活垃圾交付点信息应纳入生活垃
圾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载明交付点（垃圾箱

房、小压站等）编码、收集、运输单位、管理责
任人、监管单位、生活垃圾清运频率及时间、

监督投诉电话等。

上海出台生活垃圾“不分类不收运”操作规程

居住区分类不达标限 天改正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浦东新区洋泾

街道积极探索试行街区“路长制”管理新模
式，有效解决洋泾街道街面企事业单位、商

户的门责制管理和生活垃圾分类“谁来管、
管什么、如何管”的问题。昨天，洋泾街道召

开了垃圾分类“路长制”工作推进会。
记者了解到，洋泾街道将辖区内 23条

主要路段划分成不同的管理网格，街道各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路长，各部门负责
人及相关职能单位担任段长、副段长，城管

中队辅助人员、兼职组织员、街道城运分中
心网格监督员等担任工作人员，对责任路

段的市容市貌、绿化管理、环境卫生、垃圾
分类实施全面综合管理。

“路长制”办公室设在街道行政党组

办公室，街道各部门根据分工各司其职、
协同参与，实现路段管理全覆盖、力量整合

全参与。为保证“路长制”工作顺利推进和
长效常态化运作，还制定了《洋泾街道“路

长制”实施方案》，明确了“八无”“三规范”
管理标准。

■“八无”即无违法违规经营、无违章
搭建、无乱设摊、无跨门营业、无违规广告

设施、无乱吊挂、乱堆物、无乱涂写、乱招
贴、乱刻画、无暴露垃圾。

■ “三规范”即规范沿街商户诚信经
营、规范沿街商户垃圾分类投放、规范“门

责制”管理区内非机动车停放。

洋泾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路长制”

主要工作目标，是围绕创建上海市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街镇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沿

街商户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沿街商户将统
一在门口设置“路长制”二维码，利用信息

化手段将沿街商户诚信评级、检查达标情
况、行政处罚信息、周边“15分钟公共服务

圈”服务设施等向社会公示。诚信商户星级

评定标准由自治办牵头制订完善，沿街商户
“一户一码”工作由推进办具体落实。

此外，洋泾街道还将充分发挥基层各
级党组织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共同

推进沿街商户门责制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中央督导组进驻上

海以来，松江区纪委监委从“零报告”到加大
深挖彻查，针对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办理问题

线索 38件、立案 28起。松江区纪委表示，在
今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将持续对涉黑

涉恶腐败问题中的“保护伞”“关系网”加强
“打网破伞”工作力度。同时，松江区扫黑办、

公安分局、纪委监委等多部门不断深化线索

双向移送、协作办理机制，加大查处力度。截

至目前，松江公安部门立案查处涉嫌涉黑涉
恶案件 5起，在建筑、涉黄涉毒等重点领域打

掉 13类尚未形成恶势力的违法犯罪团伙 98

个。中央督导组进驻上海以来，松江警方又立

案查处涉恶嫌疑团伙 12个，依法刑事拘留 95

名犯罪嫌疑人。

在上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松江区

查办了首个涉黑案件———闫某某等人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97人，查证

刑事案件 12起。案件办理中，公检法配合联
动，形成快侦、快捕、快诉合力，确保不凑不

漏、办成铁案。

近期，区公安分局根据区纪委监委线索，

对多人采用伪造租赁合同等方式，冒领动迁
赔偿款的情况进行侦办。6月 9日上午，公安

部门组织收网行动，对该案多名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人。这是松江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取得的
一次新成绩，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

协作联动机制的成果体现。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下沉松江开展
督导检查，松江对标对表中央部署要求，根据

立行立改工作方案，分析研究了本区在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短板弱项和针对措

施，加快对本地重大案件和群众关注度高、社

会影响大但进展缓慢的黑恶积案的集中攻

坚、集中收网，充分发挥政法部门和行业主管
部门职能作用，协同联动，深挖线索。

同时，深入开展“三个再一遍、三个大起
底”，即对群众“再动员一遍”，对群众举报的

线索“再梳理一遍”，对查否的线索“再核查
一遍”；对涉黑涉恶人员参与的民事行政诉

讼案件“大起底”，对近年打掉的涉黑涉恶案

件“大起底”，对纪检监察机关已给予处理的
案件“大起底”；努力做到“不漏案、不漏罪、

不漏人、不漏伞、不漏财”。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组长吴玉良在

6月 14日召开的下沉松江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督导意见反馈会上表示，经实地了解，督导组

认为松江区治安状况整体很好，犯罪案件数量
持续下降，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同时

希望区委、区政府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行业
日常监管，在治乱上下功夫，持续把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持续“打网破伞”合力扫黑除恶
中央督导组进驻上海以来，松江警方立案查处涉恶嫌疑团伙 12个刑拘 95人

■ 经过垃圾处理机发
酵，湿垃圾变成肥料
本报记者 郜阳 摄

新时尚垃圾分类

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探索网格管理

垃圾分类谁管？ “路长”分段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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