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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中国14亿多人生

活环境改善，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

现。因而，“小事”成了时时萦绕在习近平总

书记心头的“大事”。

自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施行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以来，申城以提升市民感受度为出

发点，不断优化社区分类投放环境，增强生活垃

圾全程体系服务能力，垃圾源头分类实效显著

提高。今年1至6月，本市可回收物日分出量

7687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2.1吨、湿垃圾日分

出量9231吨、干垃圾日清运量17326吨，较《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分别增长1.87

倍、15倍和68%，干垃圾减少15%。市民自觉履

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比例已达97%，96%的

市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给出“五星”好评。

从时尚之举到成为日常，五年多来，上海

通过广泛动员和实际行动，垃圾分类理念已

深深植入市民生活，全民参与氛围日渐浓厚，

分类习惯基本养成。

新知识
从“小白”到“学霸”

“猪能吃的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是干

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能卖钱买

猪的是可回收物。”杨先生五年前刚从江苏

来沪时，房东教的“第一课”就是这个“猪猪

分类法”。基础题搞懂后，还有“附加题”。

“当时流传一张‘小龙虾身后事分类图’，说

整只小龙虾和去壳虾肉都是湿垃圾，壳却是

干垃圾。还说喝完奶茶要分四步：倒掉奶

茶，珍珠残渣是湿垃圾，杯子是干垃圾，杯盖

是可回收物。我被吓到了，心想在上海生活

居然要这么‘抠细节’！”他说。

小龙虾和奶茶或许是网友的玩笑，却折

射出上海市民确实在认真对待这件“小

事”。为让市民尽快学会“一个筐变四个桶”

的投放，社会各界翻着花样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漫画、拼图、顺口溜、手绘图、科普手册、

互动游戏……一时间，“三十六计”齐上场，

只为让大家明白“怎么扔”。

在传播中具有天然优势的文艺界，也纷

纷响应。“上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创作了沪

语童谣《垃圾分类再垃圾倒》，后被改编成普

通话版在综艺节目上唱响。上海市人民滑

稽剧团则创作了滑稽戏《头等大事》，团长王

汝刚率众参演，在欢笑中说透垃圾分类。

为回应百姓需求，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

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迅速开发小程序，只要

输入垃圾名称，就会弹出它的分类。小程序

“上线即顶流”，2019年的搜索量高达2443万

余次，相当于每位市民至少搜过一次“垃圾

怎么扔”。查询量最高的十个关键词依次为

牛奶盒、塑料袋、玉米棒、瓜子壳、鸡蛋壳、塑

料、粽叶、桃核、玻璃瓶、蛋壳，其中牛奶盒以

404038万次搜索荣登榜首。

直至今天，“垃圾去哪儿了”官微上仍保留

着这一便民链接，但年搜索量已锐减——“抠

细节”的上海市民，早已出师成为“学霸”了。

新难题
与旧模式打“持久战”
要在上海推行垃圾分类，高层住宅的

“撤桶”和“封井”是难题。啃下“硬骨头”的

过程，正是“破旧立新”的注脚，也是基层艰

难却坚定走通这条路的缩影。

有着多幢高楼的虹口区爱家豪庭小区，

在垃圾分类实施前有176只楼层垃圾桶。虽

然前期做了大量宣传，但楼层撤桶第一天，

仍有不满者将垃圾扔在走廊里。物业经理

唐静还记得，那时同事们天天爬好几回31

楼，将一袋袋垃圾捡下楼，再一家家敲门做

工作。但随着时间推移，业主发现撤桶后公

共部位干净了，消防隐患解除了。再看到基

层干部每天劝说、物业员工默默“托底”，大

家开始真心接纳“撤桶”。“撤桶后头三天是

关键，第一天约有30%的垃圾会扔在楼道

里，第二天减到10%，一周后就很少了。”帮

助不少小区推进垃圾分类的绿境邻社区服

务社负责人周春说。

比撤桶更难的是封井。上世纪，申城建

起一批装有垃圾管道井的高楼，垃圾坐“滑

梯”可直达底楼，既时髦又方便。黄浦区百

汇大厦就是一例。这幢22层的高楼1994年

竣工，共176户，管道井建在每层走廊尽头。

但经长年使用，管道日益脏臭，蟑螂蚊蝇滋

生，居民整天不敢开窗，井内还因粉尘堆积

发生过几次小爆炸。“我们是最早入住的，忍

了二十多年！”业委会主任刘元凯感慨道。

“街道和居委会多次想封管道，但没成功。

反对者称下楼扔垃圾不方便，也有人认为管

道井属于公摊面积，封闭的话自己利益受

损。”局后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李琮勇说。

转机出现在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相关部门组织

居民开座谈会，约定管道只扔湿垃圾，干垃

圾下楼扔。随后，街道在每层投口外装上限

时开启的电磁门，保洁员则在楼下将湿垃圾

破袋并二次分类。但“君子约定”没有强力

约束，效果并不好。永协物业百汇大厦经理

耿建胜说：“大楼每天湿垃圾产量应在大半

桶，干垃圾应在10—12桶，但那时每天湿垃

圾仍有五六桶，里面混有大量干垃圾。”

借上海创建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小区的

东风，去年封井再次被提上议程。摸底调查

发现，楼里上班族较多，大家希望扔垃圾不

要限时。街道遍寻供应商，找到一种智能分

类垃圾箱，能通过刷脸、刷卡、扫码三种方式

开门。湿垃圾桶上方有个平台，通过摄像头

对倒在平台上的垃圾进行AI识别，分得干净才

一口“吞”下。如果不分类强行关门，第一次

业主手机会收到短信提示，第二次就会推送

给城管依法处罚。可识别、可追溯、可处罚，

确保分类效果，垃圾箱就能24小时开放了。

方案有了，如何取得居民的支持？打浦

桥街道城建中心副主任李尊表示，一是普法，

管道井只是封闭，公摊面积不变；二是服务，

对独居、80岁以上老人以及有特殊情况者，物

业每天上门收垃圾；三是设施，在垃圾箱房外

加装防滑垫、扶手，避免雨天滑倒；四是指

导，试运行阶段每天有志愿者教大家操作。

设备提升，“以心换心”，反对者下降到

个位数。这幢当时卢湾区（今黄浦区）最早

建造的高楼，终于封上了全区最后一个垃圾

管道井。

新日常
使“巧劲”调动积极性
垃圾分类推进之难，在于这事是每个人

都要做的日常。在两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型

城市，要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需要使“巧

劲”，志愿者便是关键一环。目前，全市垃圾

分类注册志愿者逾72万，相当于每9名注册

志愿者中就有1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市、区、

街镇三级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丁炳泉是嘉定马陆镇好世皇马苑小区

“皇马骑游队”的负责人，这支队伍由数十名

热心公益的阿姨爷叔组成，自发开展低碳环

保、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老丁还记得，居住着

700户人家的小区刚试点垃圾分类时，一到投

放时段，居民争先恐后前去扔垃圾，分类点位

一片混乱，“绿色账户”积分处排起长队。于

是，骑游队队员当起了绿色账户刷卡志愿者

和“守箱员”，排好值班表，每天为分类正确的

居民提供刷卡和积分服务。他们还多次举办

定向骑行活动，到周边校园、小区、商场，唱快

板、发资料，开展“垃圾分类微宣讲”。

渐渐地，大家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小区垃圾房也越来越干净，甚至成了居民碰

头聊天的场所。如今，守箱员早已“下岗”，

垃圾分类开启了智能化时代。“7月5日，小区

智能回收箱首次‘上岗’，可以投递各种可回

收物，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那天箱子很快

就投满了，我们不得不联系运维企业提前清

运。”嘉定区康丰社区居委会社工俞姝婷说。

在沪郊，田间地头同样活跃着志愿者的

身影。崇明向化镇齐南村年近八旬的老党

员张丕家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田间小喇

叭”垃圾分类宣讲队。队员们每天手持喇

叭，在宅前屋后播放各种垃圾分类知识。

校园中，孩子们日复一日践行好习惯。

“在我们学校，垃圾还能变废为宝呢！”七宝

实验小学“乐回收”站小站长袁亦凡说，学校

有个漂亮的集装箱，周一到周五早晨按不同

门类接收同学们带来的可回收物或有害垃

圾，她经常带易拉罐、矿泉水瓶去“投喂”。还

有一套占地70多平方米的湿垃圾处理系统，

每天能“吃下”食堂产生的湿垃圾，产出校园

绿植的固体肥料，实现湿垃圾的零清运。

令人欣喜的是，当垃圾分类成为像吃

饭、睡觉一样的“日常”后，志愿者“下岗”成

为必然，垃圾箱24小时开放也成为可能。和

百汇大厦一样，最近，徐汇区天际花园小区

也在探索通过智能箱房的建设，让垃圾投放

从“定时定点”变为“全天开放”。“试点以来

我们一直在关注检查记录，小区每天的分类

实效和之前一样很稳定。垃圾分类的最终

目的是让大家投放更方便，只要居民肯配

合、街道有信心，就可以推行。”徐汇区绿化

市容局相关负责人说。

“垃圾每人每天都会产生，因此垃圾分

类需人人参与，是社区共建共享的载体。”正

如小东门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鲁瑛所说，垃

圾分类既考核了居民区党组织的引领能力，

也体现了党员先锋的示范作用，更彰显着居

民自治与志愿服务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大城新路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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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久久为功
垃圾分类养成习惯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
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对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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