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6万步、乘坐15次公交车、骑

行30次公共自行车，均可获奖1个“绿

币”……在浙江仙居县，每天的“绿榜”

排名竞争激烈，争当“绿色达人”成为

一种风尚。

据媒体报道，仙居县正大力实施

生活方式低碳化，为县域绿色发展提

供样板。此前，该县还提出“1357”绿

色出行倡议，即“1公里步行，3公里骑

车，5公里公交，7天一停车”，得到市

民和游客热情响应。

这一做法，仅是我国绿色发展的

一个缩影。河流有河长守护了，身边

的绿地多了，冬季的天空蓝了……回

顾这几年，人们普遍感受到，环境保

护在加强，生态环境在好转，生态文

明建设为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开幕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生态文明建设

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进一步彰显

了党中央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

国的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看决心，更看每个

人的行动。夏季空调保持在 26℃恒

温，社区乱扔垃圾现象有所改观，出行

骑共享单车越来越频繁……公众绿色

生活意识逐步提高，社会变化显而易

见。但一些现象仍触目惊心：我国每

年快递包装造成的垃圾可摆满近20

万个足球场，胶带总长可绕赤道425

圈，日常浪费量达每年1700万至1800

万吨……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绿色

发展目标道阻且长，践行绿色生活方

式迫在眉睫。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生活方

式是否绿色，不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

系到子孙后代。而生活方式是否绿

色，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当走

出家门时，能否更多地选择公交、自行

车、步行；当离开办公室时，能否随手

关掉空调、电脑、电灯；当一周收入足

以支付一次盛宴时，能否抑制“宁剩勿

光”的冲动……点滴之间大境界，举手

投足见文明！

前不久，我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

奖”。回顾55年来的建设历程，正是

三代塞罕坝人接续奋战，用实际行动

播下绿色、收获美丽，才创造了荒原

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塞罕坝的经验

启示我们，人人是绿色发展的受益

者，人人也应该是绿色生活的践行

者，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

力量。

人人行动，天蓝气清。如果我们

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文明理念，以行

动引领绿色生活，让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成为自觉，让节约型机关、绿色家

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成为流行，一

定能在神州大地共建起天蓝、地绿、水

净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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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啦，报纸共 4.85 公斤，积分
79分。”夜幕降临，南京市栖霞区东城
世家小区，手拎着待售垃圾的居民在一
个绿色大棚前排起了长队。

手拿积分卡，卖掉废旧报纸的赵女
士转身走进超市，挑选了黄瓜、西红柿、
土豆、生姜等放在购物袋里，然后把积
分卡递给了收银员。
“抵扣积分 161 分，欢迎下次再

来。”结账完毕，收银员微笑着把积分卡
还给了赵女士。

用垃圾兑换积分，这是栖霞区为推
动垃圾分类出台的一个举措。实施中，
他们专门制定了《可回收垃圾兑换规
则》张贴在各小区橱窗或展板上，并明
确了 7大类 49种家庭常见可回收垃圾
处理方法。

每到周五傍晚，小区居民只要将这
些可回收垃圾拿到指定地点，工作人员
就会按照垃圾多少为居民积分卡“充
值”。而对于不可回收垃圾，居民只要
按规定处置，也能得到积分。然后，就

可以拿着积分卡“消费”了。
这一做法最早开始于 2014年。当

时，南京市在东城世家小区所在的尧
化街道搞了试点，承担试点任务的是
南京志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一
段时间摸索，该公司研发了智能环保
系统——慧系统，以借助大数据平台
监测居民垃圾分类情况。在记者手
里，有一份该系统的监测数据：2017年
1—11月，居民可回收垃圾兑换产生的
积分共 2272.3 万分，兑换 1752.7 万分，
占比 77.1%。

上海市采取的绿色账户激励机
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机制实现
了居民自治、居委会牵头推进、物业履
职、定时定点回收等多模式共进，及生
活垃圾清运网、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
协同”推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增量、
垃圾减量。

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已覆盖
500万户（约占总数2/3），每天都有数千
人借助“绿色账户卡”的积分兑换物品。

激励机制——

引导垃圾分类成习惯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前留下的这句名言，

道出了人们对于城镇生活寄予的期待与憧憬。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

党的十九大提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明确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也一直是环境治理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很多地方进

行了有益探索。现状如何？症结在哪？有何对策？近日，记者随2017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组到位于长三

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进行了走访。

将“美丽”嵌入日常生活
——探访长三角地区居民绿色生活实践

■中国国防报记者 郭 萌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对于居民垃
圾分类偏重于采用物质鼓励加道德约
束，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形成持续性效
果。专家认为，由于居民在垃圾分类
上的自律意识培养需要一个过程，有
必要通过鼓励引导与逐步采取强制措
施而养成。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
度，逐步采取强制性手段等途径，解决日
益凸显的“垃圾围城”与“垃圾下乡”问
题。今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
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底，我国将在 46个城市先行试点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届时试点城市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将达到 35%。“强制”二字标
志着垃圾分类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
答题”。

紧接着，各地尝试借助制度力量推
动垃圾分类。江苏、江西、贵州、甘肃等
地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出台相关方案，明

确了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时间表和
具体办法。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均围绕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向社会征求意
见。同时，厦门、合肥、兰州、南京等市，
在推开垃圾分类试点基础上，也将出台
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
运、处置等要求。

此外，一些省（市）还鼓励设区市、有
条件的县(市)结合实际推行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各地新城新区、党政机关、大型
企业、超市等部门机构率先实施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

很多专家表示，将生活垃圾纳入法
治化轨道，通过法制约束推动全民参与
垃圾分类利于解决“垃圾围城”困境。但
垃圾分类是一项细水长流的工作，不但
要通过立法和强制手段，建立垃圾分类
长效机制，还要鼓励社会参与、人人自
觉，才能使这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坚持下去并越做越好。

法规推动——

垃圾分类成为“必答题”

家住杭州市武林路和乐苑的占忆
辉是个不折不扣的环保“排头兵”，她所
在的小区 95%以上的居民参与了垃圾
的分类处理。最近，当起小区义务环保
监督员的占忆辉发现一个新情况：由于
年轻人上班忙、快递多，积分换物又对
其缺少吸引力，结果快递包装盒随处乱
放，加大了小区垃圾清理难度。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消耗
了 99.22亿个包装箱。2016年，我国快
递业务量首次突破 312亿件，年人均快
递使用量近 23件。在今年“双十一”后
的七天内，全国邮政行业处理的邮件、
快件业务量超过 15亿，比去年同期增
长 35%，快递包装正成为城市生活垃圾
新的“增长点”。

除了数量激增，快递垃圾分类不到
位，也给处理带来难度。
“一个包装至少可分出 3－4类垃

圾。”占忆辉结合自己的经历说，细分快

递包装目前有难度，但纸箱一定要分出
来，否则不但造成污染，也导致浪费。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由快递包裹带
来的废弃物达百万吨，很多都是送垃圾
场焚烧或填埋，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
压力很大。
“年轻人拥有可以影响和改变世界

的力量，2050 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
样子取决于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今年
举行的联合国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暨
青年环境领袖营上，《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副执行秘书长说，提高环保意
识，必须借助青少年的力量。
“垃圾分类也要从娃娃抓起。”上海

市黄浦区教育局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
说。目前，黄浦区教育局依据中小学科
学《课程标准》理念，制定了《黄浦区中
小学垃圾分类科普特色系列实践活动
方案》，引导培育青少年在实践中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效果很不错。

快递激增——

关注垃圾新的“增长点”

每天凌晨 4点到上午 9点，是城市
从睡梦中慢慢清醒的时间，也是南京雨
花台区板桥新城城南生活垃圾转运站最
忙碌的时候。
“每天早上，大批厨余湿垃圾在这

里经过新工艺压缩后，再转运到焚烧
地。”转运站站长秦永建告诉记者，这
个转运站采用的是水平式垃圾压缩工
艺，压缩严实度和效率都很高，其技术
水平在国内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中处于
领先地位。从去年 9月试运行以来，他
们每天要处理雨花台、建邺、秦淮、玄
武4个区的生活垃圾1500多吨。

说话间，一辆垃圾运输车驶入卸料
大厅，并停在指定泊位。随后，密闭式
卷门缓缓打开，正在作业的压缩机将运
输车卸载的垃圾迅速压实，而真空泵则
将挤出的污水处理干净。紧接着，压缩
后的垃圾通过一个密闭管道随传送带被
送至集装箱。

说是垃圾转运站，怎么站在厂房
里，丝毫也闻不到垃圾味儿？

“这里采用了离子送风、植物液喷
淋、生物除臭等组合式除臭技术，覆盖
了垃圾处理的全过程。”南京城建集团
环境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吕林的一席话，
解开了记者心中疑惑。原来，刚才在运
输车卸料现场，记者耿耿于怀的水雾并
不是垃圾污水，而是具有降解臭味功能
的特殊植物液。

据介绍，继日处理垃圾能力达
1500 吨的江北、城南两大生活垃圾转
运站投入运行后，目前南京市正在筹
建城东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同时栖
霞、江宁等区也在建设中型垃圾转运
站。

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
源。秦永建告诉记者，他们处理的垃圾
大部分被运往了江南垃圾焚烧发电厂，
以备二次利用。他相信，随着垃圾处理
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不久的将来，人们
不但能从源头上阻断生活垃圾污染，还
能使更多的垃圾转化为可利用资源以服
务生活。

技术支持——

避免分类垃圾再污染

江苏兴化水上森林是

一处人工生态林，以“林中

有水、水中有鱼、林内有鸟、

河流回环、杉树林立”的景

观闻名遐迩。这是仲冬时

节游人在林间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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