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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世界环境日特别策划

让 守 卫 的 地 方 越 来 越 美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负责人就军队生活垃圾分类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周胜勇 高日好

枪停，烟散。从“战场”返营的官
兵，除了带回演训相关器材，还有一袋
袋分类打包的废弃物。

5月28日下午，某滩涂湿地驻训地，第
71集团军某旅一场营战术演练落下帷幕。
“驻训几个月，产生的垃圾和废弃

物不少。”走下演训场，三营指挥保障连
官兵说，“生活垃圾按规定打包，弹药
包装、构工伪装、废弃油料等演训中产
生的废弃物，我们都会当日完成清理。”

此外，他们还利用训练间隙，对演
训场环境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没有任
何废弃物被遗漏丢弃。

近年来，部队越来越多参与野外驻
训，环境整治与维护的新理念正在从部
队营区走进训练场。

环保纪律列入演训规则

谈起刚刚结束的战术演练，三营指
挥保障连班长苏建知懊恼不已：他们班
的训练水平一直走在全营前列，本该是
演练中的“得分选手”，没承想，却因个
别战士破坏了训练场植被被“环保督察
员”扣了分。
“在演练中设置‘环保督察员’，是

我们旅的特色做法。”营指挥员秦政韬
翻开《演习评分实施细则》说。

该细则提出，旅机关在选定对抗场地
后，要对整个战斗过程进行环保评估，各
火力单元在执行战术命令时要严格遵守
相关的环境保护规定。

为何要制定如此严苛的环保规则？
秦政韬指着远处一片片芦苇荡告

诉记者，驻训场地处候鸟栖息地带，是
当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去年刚被联合国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驻训地大多选择在人烟稀少、地

处偏远地区，但这类地域大多对生态平
衡要求标准更高。我们不仅要把训练
质效提上去，更要把环境保护好。”秦政
韬说。

2018 年，这个旅完成装备换代升
级。此后一段时间的野外驻训，多型新
列装武器要在该驻训地完成射击“首
秀”。如何选择既便于实弹射击展开，又
能够最大限度降低环境损害的新阵地？

最终，旅党委选定了一段远离宿营
区沙化土壤地带，虽然那里没有便利的
交通，但火药爆炸、车辆装备行驶后对
地表的伤害最容易修复。

走在这个“精挑细选”的射击阵地，一
个个加盖的水泥池引起了记者注意。
“这是我们专门修建的废水废料

‘回收站’。”保障部助理员蒋成说，弹药
启封后产生的废料和火炮射击后清洗
炮管的废水，具有很强的污染性，如果
随意丢弃排放或处置不当，很容易对周
围环境和地下水网造成污染损害。“有
了这样一个个污水池，环境污染的风险
大大降低。”

环保纪律列入演训细则，“绿色方
案”带来了练兵新景观——

疏散隐蔽，官兵们更加注重依附利
用地形地貌，与周边环境自然融合；开
辟预备阵地，依托芦苇荡形成的天然隐
蔽网，大大缩短部队转场时间……

演兵场上的特殊战斗

苇草摇曳，河水幽鸣。边走边聊，
记者不知不觉已与驻训官兵一起走回
驻训地宿营区。

与印象中的整齐划一不同，这片宿
营区的帐篷并没有集中排序，而是三五
成群、依据地形和植被穿插安设。

到了饭点，走进作战支援营饭堂，只

见包装瓜果的纸箱、饮料瓶等可回收物
被官兵自发收集起来，并由专人运送到
附近废品收购站。剩菜泔水等厨余垃
圾，则由当地的养殖户前来回收清理。

问及官兵生活中产生的污水如何
处理，营司务长饶先云带领记者参观了
一条横穿宿营地的小溪。
“小溪的水清澈透亮，清晨和傍晚，

都能看到成群的小鱼追逐嬉戏，还有那
一只只攀附在芦苇秆上的河虾。”饶先
云告诉记者，能在宿营区看到这么和谐
的生态景象，得益于前些年的一次环保
专项行动——

曾经，因为生态环境保护不善，这
条河道渐渐淤塞，水质浑浊。不仅看不
到鱼虾，盛夏天热时，十几米外就能闻
到恶臭味。为了让这条河流河畅水清，
部队与当地有关部门联手开展河道清
理整治工作。

烈日下，官兵们不顾训练疲劳，拿
起脸盆和自制打捞疏浚工具，跳入河中
清理垃圾。另一边，几辆地方派遣的工
程车辆在战士们的协作下，同步开挖着
一条连接当地污水处理厂和营区排污
口的专用管道。
“环境设施整治只能管住一时，官兵

人人养成保护环境自觉行为，才能标本兼
治。”饶先云说，在那以后，旅队接连制定
下发《场区水网生态保护十不准》《场区环

境保护奖惩细则》，明令禁止在河道里清
洗油污物品，乱扔垃圾、排放污水；不准钓
鱼捉虾，破坏水网生态……

他们还结合优良传统教育，开展
“共同守卫美丽滩涂湿地”专题教育，通
过多种形式普及宣传环保知识，引导官
兵人人养成生态保护行动自觉。
“如今，凡是第一次来参加野外驻训

的官兵，首先要学习环保规定。”饶先云说。

军民携手保护生态

3年前，还是列兵的罗庆第一次参加
野外驻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花开鸟
鸣的水畔。

一个清晨，正在溪流交织的树丛里晨
跑的他，突然发现几处树干上悬挂着数只
被粘鸟网缠绞死亡的小鸟。时至今日，一
想到当时的场景，罗庆仍会一阵揪心。

谈及对这片湿地的生态保护，该旅
保卫科群工干事徐建军感触颇深。

在他看来，官兵环保意识强，注重
营区周边环境保护，引来不少迁徙的候
鸟、野生动物栖息于此……有段时间，
曾有不法分子前来非法捕猎。

起初，旅队成立一支由官兵组建的

巡查分队，定期对滩涂地区巡逻，对不
法渔猎人员进行劝阻。由于部队没有
执法权，不法渔猎行为难“根除”，还因
此引起纠纷，牵扯了官兵的训练精力。
“保护驻训场生态环境，要善于借助驻

地执法部门的力量。”一次军地恳谈会上，
该旅领导提出与驻地派出所、渔业和野
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合监管需求后，当即
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同意。

很快，驻地派出所、渔业和野生动
物保护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协助部队共
同监管驻训场的生态环境。

一次夜间执勤，上士钟小伟发现不
远处的芦苇丛中闪烁着昏暗的灯光，还
伴着“沙沙”响声。
“可能有人在非法捕捉鸟类！”钟小伟

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走近查看，发现芦
苇丛中果然有人正在下网。

他当即喝令制止，并配合随即赶来
的巡逻民警一起收缴了非法捕猎者的
工具。月底，钟小伟因此被机关表彰为
“环保之星”。

这两年，该旅政治工作部还精心制
作宣传卡片，到驻训地村民家中宣讲保
护滩涂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鼓励群
众参与环境监管行动。

如今，有了驻地执法机构和群众的
共同参与，官兵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练
兵备战工作中。

部队野外驻训，驻训地生态如何保护？请看记者从第71集团军某旅驻训地发回的报道——

环 保 新 理 念 走 进 训 练 场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薛维高

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对军队单位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再部署，全力推
动这项工作落实。为此，记者专访了军
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负责人。

记者：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在全国进

展如何？

负责人：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
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
启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成效初
显。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法制框架。

根据相关数据，国内三家外卖平台每
日订单量 700万单左右，按照每单使用 1
个塑料袋，每天仅外卖所用塑料袋可覆盖
42万平方米，几乎相当于59个足球场。

在生活垃圾处理领域，我国仍处起步
阶段，垃圾分类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技
术水平的限制，使得我国垃圾处理仍以填
埋为主。根据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分析数据
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逐
年上升，2019 年超过 2 亿吨，同比增长
6.81%。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
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面对“垃圾围城”的紧迫形势，开展垃
圾分类、垃圾减量势在必行。

记者：军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现状如何？

负责人：军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是指
军事区域内人员按相应规定将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

降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提高可回收物质
资源化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落实国
家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2017年，《关于军队单位落实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的意见》印发。明确对于驻地
已实施强制分类制度的军队单位，要积极
主动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坚决落实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制度和驻地有关要求，积极做
好营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对于驻地尚
未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的军队团
以上机关、院校、科研和医疗单位，要率先
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其他单位应
当按照要求，以及驻地人民政府制定的生
活垃圾分类指南，自觉稳步地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2019年，在北京地区组织开展 5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营区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
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加
快推进军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对
于引导官兵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不断改
善营区和驻地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军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目

标任务是什么？

负责人：各单位要按照军委领导关于
垃圾分类工作军队要走在社会前列的要
求，依据国家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步骤，
分期分批、积极稳妥地推进军队单位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驻直辖市、省
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第一批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城市（46个重点城市）军队单位产生
的生活垃圾基本实现准确分类和收集，与
驻地的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有效衔接；
到2025年底，驻地级以上城市军队单位，严
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总体
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记者：按照军队单位垃圾分类要求，

应该如何完善配套设施？

负责人：各单位要按照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总体要求，
结合营区占地规模和人员数量，充分利用
现有设施设备，完善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容器、桶站、处理站，有条件的单位开展
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最大限度实现生活垃
圾减量化。鼓励使用先进成熟的一体化、
智能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和处理等
设施设备，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其他
垃圾有效分开。军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所需经费，优先使用标准经费，确有
不足从切块分配经费中解决。

记者：垃圾分类的标准有哪些？

负责人：按照《关于军队单位落实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意见》，军队单位生活
垃圾分为易腐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和其他垃圾。其中，有些地方省市，易腐
垃圾又称为厨余垃圾或湿垃圾，其他垃圾
又称为干垃圾。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新版标准，
将生活垃圾类别调整为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

记者：做好军队垃圾分类工作如何

实现军地衔接？

负责人：各单位加强与驻地政府沟通
衔接，及时掌握垃圾分类目标任务和实施
计划，形成军地合力推动的良好局面。加
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资金保障力度，积极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推
动垃圾分类工作社会化保障。统筹考虑
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工作，建立单位
主导、官兵参与、社会保障的工作模式，推
动军队单位垃圾分类良性发展。

扫码登录国家生活垃

圾分类查询平台，了解更

多垃圾分类知识

图表数据：军委后勤保障部；本报

记者孙兴维整理

图表制作：吕欣彤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抓好部队节能降耗、资源节约工作，以实际行动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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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雨后的滩涂湿地清风徐徐，一
名哨兵正在导弹阵地警卫执勤。

蜜蓝天白云下，战士们在高过
膝盖的草丛中开展专业基础训练。

薛维高、唐青松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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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废弃垃圾也变得

越来越多。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小

小举动，就可以化解“垃圾围城”，促

进资源循环，改善营区、训练场环境，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更环保、更健

康——这，就是垃圾分类。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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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垃圾

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

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这需要我们

每个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好习

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

活环境做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

持续发展做贡献。

全军和武警部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加速推

进垃圾分类制度，全国46个重点城市

先行先试，驻地部队各级的垃圾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也初见成

效。

与此同时，更多与环保息息相关

的低碳新理念，走进官兵生活和驻训

地演训场，广大官兵积极投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军营，持续维护

驻训地生态环境，支援和参加地方生

态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为美丽中国

“增绿添彩”。

让守卫的地方越来越美，这是中国

军人的绿色梦想。日前，围绕军营生态

建设话题，记者采访了军委机关业务部

门和部队官兵，发回了这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