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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小狗的便

便属于什么垃圾？日常生活中你是否

为处理宠物粪便发愁？

近日，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第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

学院一名学生提交了一份提案：宠物粪

便难以进入现有垃圾分类体系、造成养

宠人士困扰，是否可以考虑本市公共绿

地普及蚯蚓塔。

说起为何会想到这一提案，提案发

起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学院学生

杜一凡同学介绍说，2019年7月1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后，垃圾分类成为市民最关注的话题，

“一天散步时，弟弟问我：‘小狗的便便

算哪一种垃圾？’当时我没法给出确定

的答案。”被“问住”了的杜一凡随即专

门去查询了资料，了解到宠物粪便不属

于垃圾分类的范畴，需要进入城市粪便

处理系统，“也就是说，要将宠物粪便带

回家中，丢入冲水马桶才行。”

可是，对于养宠人士来说，遛狗过程

往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把宠物

粪便一直拿在手上明显不卫生也不方

便，同时也增加了城市垃圾分类的难度。

去年7月，上应大生态学院杜一

凡、卜欣语等同学们开展了调研，不少

养宠人士也反映，平时遛狗时处理小狗

粪便比较麻烦，不知道往哪里扔。“结合

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上海部分公共绿地

及小区，会设有宠物清洁桶，养狗人士

可将宠物粪便投入桶中。”杜一凡说，这

看似解决了垃圾分类的问题，但在实际

操作中，往往存在后续处理方式繁琐、

费时费力、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通过查询了解，同学们发现，在国

外以及国内一些地方都采用“蚯蚓塔”

的形式来进行宠物粪便的处理，不仅方

便养宠人士，也让它成为了一种自然科

普的教育形式。

上应大生态学院卜欣语同学介绍

说，蚯蚓是园丁的黄金，被称为“地下工

作者”，具有消化有机物质能力强、食量

大、食性广的优点，“蚯蚓塔”顾名思义

就是通过蚯蚓将集中投放的有机废弃

物转化为肥料。蚯蚓通过插入泥土的

PVC管道下端的小口钻入“塔”中，完成

粪便的处理，之后又可以钻入“塔”外的

泥土中，增加土壤肥力，实现变“粪”为

宝，让废弃物可以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生态化循环，做到可持续发展。

杜一凡说，通过高校、学校和社区

的三方联合，结合自然课程，目前他们

已经在学校对面的小区奉贤海上墅林

苑社区中成功开展了“变‘粪’为宝 万

有‘蚓’力”——蚯蚓塔亲子DIY活动，

带领社区居民了解并学习制作蚯蚓塔，

在社区中试点投放。他介绍：“不久前，

我们在小区开展了一次亲子DIY活动，

有5组家庭参加，制作了5个蚯蚓塔。”

卜欣语同学认为，普及蚯蚓塔的过

程中，其实可以把生态文明的课程搬进

社区，结合现在上海大力倡导的青少年

进社区和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让

同学们以“蚯蚓塔”为起点参与社区调

查、社区微更新等劳动实践活动，用无

限的创意绘就不一样的社区环境，延伸

至社区治理的其他领域。

这里有课后的“幸福时光”
长宁探索课后服务的家校社共育

社区试点投放蚯蚓塔处理“狗狗便便”

申时校园

在现场双减双减

宠物粪便能否变宝？大学生提建议

15时30分，随着课后服务

时间的临近，长宁实验小学的孩

子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朝教室外

张望着……噢，来了，“糖果妈

妈”身披斗篷、手拿魔法棒来了。

“小朋友好！”每周五的课后服务

时间，“故事妈妈”又一次开讲

了！而这样的家庭、学校甚至社

会共同联手，为孩子打造课后服

务“幸福时光”的景象，如今在长

宁区中小学随处可见。

记者从长宁区教育局了解

到，在15时到17时这个传统十

二时辰中的申时，长宁区不仅利

用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还注重家校

社联动共育，引入家长、社区等志

愿者资源，丰富长宁“申时校园”

的内涵和外延，服务学生成长。

“故事妈妈”收到
孩子的烦恼小纸条
在长宁实验小学，有40多

位成员的“故事妈妈”是最受欢

迎的家长“团队”之一。为了给

孩子选好、读好绘本，“故事妈

妈”们会一起选书、备课，排练绘

本剧。妈妈们从来不会预设绘

本分享的答案，鼓励每个孩子说

出自己的想法。班级里原本害

羞的孩子也愿意举手发言，而妈

妈们甚至还收到了孩子塞来的

成长烦恼小纸条。“孩子的身心

健康，对整个人生的成长，幸福

感、价值感的获得都非常重要。

而利用绘本开展生命教育，能帮

助孩子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产

生对世界的美好愿望。”校长潘

宗娟说。

长宁实验小学的“家校协

作”模式正在“复制”。作为长宁

实验教育集团领衔校，长宁实验

小学还将此项内容辐射到集团

内的成员校。在长宁实验小学

资深“故事妈妈”的培训下，威宁

小学的“豆爸豆妈”也在课后服

务时间走进教室，以优秀绘本故

事为教育载体，通过生动演绎故

事的形式，让孩子在愉悦的气氛

中获得感悟，逐步体会和领悟故

事中蕴含的道理和价值。

有趣的课后服务
活动来自学生提案
长宁区定西路1235弄居民

区“生境花园”里种着64种植

物。除山楂、无花果等，还有花叶

香桃木、墨西哥鼠尾草、风车茉莉

等多数居民未见过的品种。如

今，这片花园是开元小学课后服

务的校外实践基地。华阳路街道

尚善阳光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理事

长虞振亚每周三会走进学校解答

孩子们关于植物的问题，和孩子

们一起改造校园绿化，还会在周

末带着他们走进居民区“生境花

园”，担任“绿色小讲解员”。

这项有趣的课后服务活动，

来自开元小学四年级学生程宇芯

的提案。她看到家附近的“生境

花园”，就提交了“发动更多队员

一起参与爱绿护绿行动，在校园

内增加更多绿植面积”的提案。

提案很快得到积极回应，学校与

居委会也商议把“生境花园”作

为学生课后的社会实践点，同时

邀请常为社区居民开设植物知识

讲座的“小虞叔叔”为学校绿化

改建出谋划策。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