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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垃圾分类，今年又将有哪

些“小目标”？记者日前从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今年本市将

在巩固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完
善全程分类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湿

垃圾破袋、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源头
减量、低价值可回收物无人问津等

“痛点难点”，进行逐一破解。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今年，上海将实现 95%以上居

住区和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达

标，85%以上街镇达“示范街镇”标
准。同时，确保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

达 6000吨以上，有害垃圾日均分出
量达到 1吨以上，湿垃圾日均分出

量达到 9000吨以上，干垃圾日均处

置量控制在 16800吨以下，垃圾资

源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同时，上海将继续强化入户宣
传，提升小区租户、年轻白领、个体

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的垃圾分类意
识。比如，加强在来沪交通工具、陆

海空港等交通枢纽的垃圾分类宣
传，或者向入沪的外地手机用户，发

送垃圾分类公益提示短信，提升流

动人口垃圾分类知晓度。

在完善全程分类体系方面，今年
将优化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功能

布局，完成 6000个居住区服务点功
能提升。新增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

源化利用总能力 3450吨/日（干垃圾
2000吨/日，湿垃圾 1450吨/日），基

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此外，上海还将提升分类收集、
运输能力，推广应用新型装备，对清

运过程中跑冒滴漏、垃圾拖挂现象

的进行监管和处罚，全面推行垃圾
运输车辆冲洗后再上路。加大分类

收集、运输活动执法检查力度，对混
装混运行为“零容忍”。

提升单位垃圾分类成效
在去年的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

市民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

难点。绿化市容局表示，针对破袋、定
时定点、源头减量等问题，今年都将

推动基层创新，争取逐一破解。
比如，针对误时投放点管理、破

袋投放引导等难题，将采取“科技+

管理”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操
作规程，比如推进垃圾投放点加装

智能监控设备、建立可追溯信息化
系统等。

针对投放环境，将在具备条件

的居住区推广“白菜拉拉袋”等小发
明小创新，便于分类投放。对于湿垃

圾的破袋和贮存小区期间的异味控
制，也将制定投放点管理规范。

去年在执法监督中发现，单位
分类实效不如居住区，今年申城将

通过落实行业管理的方式，提升高

校、医院、交通枢纽、公共场所等的
分类实效。“比如市教委已专门制定

了高校垃圾分类的考核标准，今年
在公共场所也将加强垃圾分类宣传

力度。”市绿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
长徐志平透露。

指定企业回收低值垃圾
去年，本报曾进行过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的调查，发现快递包装物、

菜场湿垃圾等已成为减量“拦路

虎”，而可回收物回收体系中低值可
回收物，也面临“无人肯收”的瓶颈。

针对这些难题，相关部门今年
力争一一破解。比如，计划突破产

业、政策、地域限制，拓宽资源化利
用渠道，提高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

利用率。“低值可回收物无法完全靠

市场进行循环利用，需要有一定的
扶持政策。因此，接下来各区将确定

一至两家回收企业，进行低值可回
收物的回收。”徐志平表示，回收体

系要做到信息化管理做到来源可
溯、数量可核对、物流可管控，目前

相关部门已联合城投集团完成了可
回收物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下

一步将纳入相关数据。

在源头减量方面，市绿容局也
已联合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等部

门，推进快递、餐饮、旅馆等行业的垃
圾减量，今年会陆续出台相关措施，

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比如，疫情
期间快递大量增长，而针对快递包

装的减量，市绿容部门与市邮政管

理部门正在研究方案，今年或将在
部分快递企业中试行可回收包装

箱、包装箱回收抵部分快递费等政
策，减少快递包装物。而在湿垃圾源

头减量方面，本市正对菜场安装源
头减量设施的需求摸底，下一步将

制定相应政策。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低值回收物谁来收？
快递包装怎么减量？
上海垃圾分类难点今年要逐一破解

    疫情之下，上海垃圾分类成效

仍保持优良。日前，上海市绿化市
容局发布了 3月垃圾分类数据。

受疫情影响，今年湿垃圾和可
回收物的分类绝对量有所下降，但

与预期分类率相比，仍优于预期或
基本持平。3月，全市干垃圾处置量

为 11693吨/日，湿垃圾（含居住区、

菜场、单位餐厨垃圾）分出量为

7394 吨/日，可回收物分出量为

3342吨/日。
虽受疫情冲击，沪上垃圾分类

成效仍然保持良好水平，市民展现
了良好素养。从绿化市容局跟踪调

查的 20多个居住区来看，尽管疫情
防控期间志愿者队伍撤离，但有三

分之二的居住区仍能保持优秀的分

类投放水平，余下三分之一则能保

持在良好水平。

而从 2019年数据来看，上海践
行垃圾分类成效显著。去年可回收

物回收量达 4049吨/日、有害垃圾
分出量 0.6 吨/日、湿垃圾分出量

7453 吨/日、干垃圾处置量 17731

吨/日，分别增长 431.8%、504.1%、

88.8%及减少 17.5%。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小区投放点须有破袋工具和洗

手设施，且要控制异味，鼓励有条件
的投放点加装低温储存设备，沿街

商铺垃圾分类也纳入测评⋯⋯日
前，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通报了《上

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达标（示
范）街镇（乡、工业区）综合考评办法

（2020 年版）》修订情况，在结合去
年考评实践并听取属地意见的情况

下，考评标准进一步提升。

沿街商铺纳入考核
今年达标及示范街镇的创建及

复核，依然采取第三方测评、社会评

价、市联席会议办公室综合考评三
部分构成，权重各占 60%、20%、

20%，并在具体要求上有所提升。
比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标

准进一步提高。去年要求“区域内所

有街镇达到垃圾分类达标街镇标
准，其中 50%以上街镇达到示范街

镇”，今年则提高至“85%以上街镇
达到示范街镇标准”，且要求居住区

和单位分类平均达标率应达到
95%以上（含）。

同时，示范街镇的标准也有提
升。比如对居住区和单位的验收，从

去年 80分的示范标准，提高到 90

分以上（含）。同时，街镇内示范居住

区和单位的比例，从去年的 80%提
高到 95%（含）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现有沿街
商户约 24.5万余家。去年考评覆盖

了居住区和企事业单位，但未涉及
沿街商铺。“今年，我们新增了针对

全市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分类测
评，其权重约占整体的 5%。”上海

市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姚刚表示。

而在社会评价部分，也扩大了

测评参与面，开展区际互评，将社会
监督员、联办重点成员单位的机关

工作人员评价等纳入“达标、示范街
镇”综合测评，确保检查结果反映内

容更加全面客观。同时，新增市级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评价社会监督员

评价两项评价内容。

记者获悉，已获示范称号的街

镇，若按新的考评标准和考评办法
未能达到示范街镇标准，则视为复

核未通过。

投放点配洗手装置
去年垃圾分类实施伊始，居民

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破袋投放”

和“定时定点”。而今年，为了让居

民破袋更方便、居住环境更清洁，
考核标准中新增了“垃圾收集点配

有破袋、洗手装置”，要求居住区所
有投放点应当配备破袋工具、配套

设置洗手池等便民设施，落实冲洗
水和洗手池排水的就近纳入污水

管网排放。

“去年刚推行垃圾分类时，每天

有 200多起投诉反映破袋不便，但
到 12月一整月只有 2起，说明大家

已逐渐养成了破袋、洗手的习惯。对
于习惯用手解开袋子的居民，装上

破袋工具也不会影响破袋，但对有
需要的居民就方便多了。”市绿容局

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徐志平表示，

破袋工具是群众在实践中的睿智发
明，由于每个小区容器的规格、形状

各不相同，因此破袋工具的采购安
装也应遵循“一小区一策”的原则，

只要达到方便投放的效果就行。

湿垃圾须密闭贮存
而对于湿垃圾，考核中也明确，

投放点应采取异味控制措施。“一些

居民反映湿垃圾桶敞开有异味，因
此今年希望加强湿垃圾在小区停

留、贮存期间的管理，要求湿垃圾密
闭贮存、加装除臭设施，也鼓励有条

件的居住区、单位，在高温天采取

‘低温贮存’的手段。”徐志平表示。
为了消除异味，会否产生高昂

的成本？徐志平表示，前期曾做过调
查，1公升消毒液经过稀释，可供一

个投放点使用 7至 10天，在成本方
面压力不大。而今年疫情期间，相关

部门也向基层发放了消毒设备，这
些喷壶、喷桶今后也可继续用来为

垃圾除臭。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沿街商铺分类将纳入考核

沪垃圾分类示范区标准提高

疫情下 小区分类成效保持优良

■ 定西路沿街商铺把垃圾分类后集中送上垃圾车 （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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