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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引领新时尚

垃圾分类治理按下
“快进键”

在家中摆放不同的垃圾桶，随手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添置生活物品

时，习惯性下单可降解垃圾袋；在小

区内的垃圾集中投放点，将垃圾按类

别放进桶里……伴随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的推行，许多人的生活习惯悄然

发生变化。

早在 2017 年 3 月，《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就明确了全国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总目标：到 2020 年年

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 35%以上。北京、天津、上海

等 46 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

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初步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

进入 2019 年 ，垃圾分类治理按

下“快进键”，多地紧锣密鼓立法推

进。2019 年 1 月 31 日，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

垃 圾 管 理 条 例》，7 月 1 日 起 正 式 实

施，上海市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全

覆盖，70%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实现达标创建。2 月 16 日，浙江省

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宁波也成为国内较早对生活垃圾分

类立法的城市。

为 什 么 广 泛 推 行 垃 圾 分 类 工

作？从一系列数据中可以看到解决

这一现实问题的紧迫性。生态环境

部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 200

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

2.1 亿吨，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多

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北京、广州、重

庆和成都。

经过长期治理，虽然曾经“垃圾

围城”的现象基本消失，但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环境

隐患日益突出。

垃圾分类，成为破解垃圾污染防

治 困 局 的 重 要 抓 手 。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这座超大城市开始步入垃圾分类

强制时代。仅一年时间，上海市垃圾

分类成效显著。2020 年 6 月，上海全

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与上一年同期相

比实现“三增一减”：可回收物回收量

增 长 71.1% ，有 害 垃 圾 分 出 量 增 长

11.2 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 38.5%，干

垃圾处置量下降 19.8%。

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面，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全部实现垃圾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全国 29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小

区 垃 圾 分 类 覆 盖 率 达 到 70%以 上 。

全国垃圾处理能力达到年处理 3.86

亿吨的水平，是 2012 年的 2.4 倍。同

时，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行政村

比例达 90%以上，2.4 万个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得到整治。

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

努力补齐全流程基
础设施短板

在湖南省长沙市，一辆绿色车身

的厨余垃圾运输车从周边社区收运

完毕，缓缓驶入公共垃圾站。工作人

员将专用垃圾桶卸下，机械臂将垃圾

桶缓缓升起，厨余垃圾悉数倒入箱

体。这些厨余垃圾将进行脱水、压缩

处理，固体残渣运往垃圾焚烧厂进行

焚烧发电，最终转化为电力输到居民

家中。

在北京市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两个巨大的抓斗不断将垃圾投入焚

烧炉中。据介绍，这家焚烧厂每天能

“吃掉”1200 吨生活垃圾，输出约 35

万度电。

“生活垃圾分类后，垃圾热值能

提 升 20%以 上 ，大 大 提 升 了 垃 圾 焚

烧的发电量。”负责人袁满昌说，随

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垃圾焚烧

厂在环保排放控制方面的压力大大

降低，再生能源转换率也得到进一

步提升。

垃圾分类并不只是居民将垃圾

投 放 到 桶 中 的 过 程 ，而 是 涉 及 投

放 、收 集 、运 输 、处 置 4 个 环 节 。“ 在

家做好分类，最后垃圾车一股脑全

部 运 走 ”，而“ 混 装 混 运 ”成 为 治 理

的重点。

对此，北京市明确要求运输车辆

统一涂绘车身颜色、车身标准、运输

标识、单位标识和监督举报电话，同

时对各品类垃圾运输车辆进行改造，

增加计量称重、身份识别、轨迹监控

等管理功能，实现精准管理。上海市

规定，对于物业分类驳运混装和环卫

企业分类混运的情况，市民可进行网

上举报，加强对收集运输环节的监

督。

2021 年，全国 297 个地级以上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达到 51.4

万吨/日，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其

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

75.2%，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资源化

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实现生活垃圾全流程的分类和

减量，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制约垃圾

分类工作的短板。“主要大城市的分

类收集、运输、处理设施比较完备，中

小城市特别是县城的垃圾处理设施

还有很多短板，80%都是处于填埋状

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

坦言，目前各城市正加大对分类收

集、运输、处理环节的投入，未来将进

一步提升垃圾分类处理能力，推进从

投放到运输再到处理的全链条分类，

特别是重点补齐县级垃圾处理的短

板。

“无废细胞”构建“无废城市”

最小单元释放绿色
发展能量

生 活 垃 圾 经 过 数 天 发 酵 滤 水 ，

投入焚烧炉焚烧发电，日发电量可

满足 45 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焚烧

产生的热蒸汽经专用管道输送至附

近印染厂；焚烧产生的炉渣制作成

环保砖，用来铺路……在广东省深

圳市的宝安能源生态园，城市生活

垃圾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进炉的

是垃圾，输出的是能源”。

自 2019 年入选全国“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以来，深圳市探索超大型

城市固体废物治理样板，被生态环

境部列为典型先进“无废城市”建设

案例。

什么是“无废城市”？《“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将其定义

为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

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

城市发展模式。

对于这一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不能简单理解为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实现彻底的

资源化利用。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

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

置安全的最终目标，需要经过长期探

索与实践，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细胞是组成生命体的最小单元，

一个个“无废细胞”的组合与运转，为

“无废城市”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生

机与活力。

2020 年开始，浙江省绍兴市启动

“无废细胞”试点建设工作，涵盖机

关、饭店、学校、景区、公园、工厂、小

区 、医 院 、超 市 等 9 大 社 会 生 活 单

元。在当地一家管道设备公司的生

产车间，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行，

生产线上却空无一人。自动化设备

的普及大幅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合

格率，从源头上减少材料的浪费和污

染。在这家“无废工厂”，生产废料等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破碎后还能

够 回 收 利 用 ，综 合 回 料 利 用 率 达

99%。

杭州市滨江区还有一所“无废学

校”——春晖小学。该校在少先队大

队部成立“晖宝回收服务站”，学生们

可以将二手图书、饮料水瓶、纸箱、牛

奶 盒 等 可 回 收 物 集 中 投 放 到 服 务

站。校园里的垃圾投放网格员还会

对学生们吃的午餐进行剩菜剩饭称

重，从日常生活点滴小事中让孩子们

形成“无废”观念。

如同人体每时每刻都有细胞在

繁殖生长，“无废细胞”也在不断裂

变新生。“无废细胞”营造出的绿色

环境不断影响着周边的生态，在全

社会形成“无废城市”建设的积极

力量。多个细胞聚合、串珠成链后

形成的循环生态，释放出绿色变革

的强大合力。

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回家
—聚焦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入法两年间我国绿色发展新变化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不知不觉间，遍布城市大街小巷、楼宇之间的垃圾桶“穿”

上“新衣”：代表有害垃圾的红色、厨余垃圾的绿色、可回收物的

蓝色以及其他垃圾的灰色……多种颜色点缀街头巷尾，垃圾分

类逐步成为生活“新时尚”。

2019年，习主席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行

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

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自 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2020年 9月 1日，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正式施行。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并设置专章

规定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制度。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

不枯竭的资源。”以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为牵引，一场涉及

我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绿色转型正在路上。

近年来，河北省升级居住区分类投放点（站）、改造生活垃圾中转设施、建设分类示范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探索可持续运作模式，取得良好效果。图为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9月 1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淝南社区淝南家园幼儿园在“开学

第一课”上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环保小游戏。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同学们，你们见过四色垃圾

桶吗？”

“我在小区里见过四色垃圾

桶，它还装有语音咨询系统，可以随

时询问垃圾应该怎么分类。”

9 月 1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江

夏区东湖路小学，老师为学生们

上了一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

课”。课堂上，学生们了解垃圾分

类方法，学习朗朗上口的《垃圾分

类环保歌》。

在广东省广州市学校生活垃

圾分类教育秋季“开学第一课”活

动中，越秀区朝天小学学生在活

动现场体验趣味互动游戏，参观

绿色生态、低碳环保和垃圾分类

等方面的迷你环保主题展。

广州市教育局开展以生活垃

圾分类为专题的全市学校“开学

第一课”活动，强调对幼儿园、小

学入学新生至少专门安排 1 次课，

其中幼儿园不少于 20 分钟，帮助

孩子们系好自觉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的“第一粒扣子”。

从今年 9 月秋季学期开始，一

系列教育新政陆续落地施行。教

育 部 印 发《义 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2022 年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义

务 教 育 劳 动 课 程 标 准（2022 年

版）》进一步明确，从低年级开始

要求学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和践

行旧物回收。

据了解，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载体，

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

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

好的劳动品质。

1 至 2 年 级 学 生 要 求 能 够 依

据颜色或文字提示辨别不同类型

垃圾桶，知道垃圾分类投放的要

求。3 至 4 年级要求学生理解日

常生活清洁与卫生的基本内容，

能 够 正 确 分 类 投 放 垃 圾 。 5 至 6

年级学生通过对物品的整理与取

舍，清理自己的学习与生活空间，

初步掌握对物品、居室进行整理、

清洁的方法，用劳动和智慧为自

己 和 家 人 创 造 更 舒 适 的 生 活 环

境。7 至 9 年级学生能够灵活运

用整理与收纳的方法，从整体上

完成对家庭各居室和教室内部物

品的整理与收纳。

（综合各媒体报道）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正式施行——

垃圾分类走进“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