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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8年1-6月全市生

活垃圾增量控制情况的通报》数

据显示，上半年，海曙区较好地

控制了垃圾总量，比去年同期实

现负增长3.75%，成为全市唯

一一个生活垃圾增量控制负增

长的区。

垃圾围城困境下的海曙是

如何实现垃圾减量的？“垃圾分

类处置，推动可回收垃圾回收

再利用，是实现垃圾减负的有

力推手。”宁波市城管局相关人

士表示，垃圾分类“海曙探

索”为实现垃圾源头减量提供

了有益的实践。

自从认真学习了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海曙区柳汀小区的张大
伯不但认真做好垃圾分类，连什
么时间扔厨余垃圾也有了固定

“时间表”：晚上 7 点，晚饭后，
他会将家里一天的厨余垃圾收拾
收拾，就近扔到绿色厨余垃圾桶
里。“家里厨余垃圾不过夜，晚饭
后扔个垃圾，就当散步！”张大伯
说，厨余垃圾收运车每天早上 6
点 10 分到小区，非常准时。所以
很多人都选择晚上把垃圾扔掉，
这样白天小区里就不会垃圾成
山，异味难闻了。

像张大伯一样，海曙区很多
小区居民的垃圾投放习惯已经有
了固定模式，这得益于海曙区制
定了精确的收运体系。“双杨垃圾

中转站的正式投运，给我们实施
‘ 公 交 化 ’ 收 集 垃 圾 创 造 了 条
件。”海曙区分类办主任、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谢跃伟解释
说，公交线路会根据客流量的不
同 ， 车 型 、 发 车 频 次 都 有 分
别，海曙的垃圾清运时刻表同
样如此。海曙区出台的 《垃圾
分类收运体系暂行办法》 明确
规 定 了 厨 余 垃 圾 、 可 回 收 物 、
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等收运方
式。不同的垃圾有着不同的发
车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当前
我们优先清运厨余垃圾。厨余
垃圾数量多，产生频率快，社会
影响大，尤其到了夏季，一旦清
运不及时易给市民生活带来不
便。”谢跃伟说。

随着辖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推
进，海曙区目前的这份城区垃圾
清运时刻表已涉及 4 辆垃圾直运
车，覆盖 238 个小区，能基本做
到收运时间不浪费、运输路线不
迂回，确保厨余垃圾、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

除了配发一张时刻表，海曙
区还在各个车辆内安装了智能化
设备即车载称重系统。车辆运输
人员进入社区后，用对应的社区
卡在终端上刷卡，将分类的垃圾
装入运输车，称重系统会播报收
集的垃圾净重重量，并将此数值
和垃圾种类及社区卡号等信息一
起发送到市垃圾分类管理平台
上，便于监督桶车精准对接及垃
圾分类质量督查等。

“公交”式清运助力垃圾分类

都 说 垃 圾 是 放 错 地 方 的 资
源。据调查，在市民产生的各类
生活垃圾中，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垃圾要占到六成之多。从众小区
所涉及的可回收再生资源种类
看，主要包括废旧金属类、造纸
原料类、废塑料类、废玻璃类、
废旧木质家具类和废旧家电六大
类。但是，这些废旧品的命运却
各不相同。有些居民直接当垃圾
随手扔弃，有些堆在小区周边影
响环境，还有一些居民囤积，被
动等待“破烂王”出现回收。面
对资源回收的“散兵游勇”“挑肥
拣瘦”现状，“垃圾分类+资源回
收”试点项目应运而生。

南门街道柳锦社区试点打造
宁波首个废玻璃资源再生小区就
是其中一个尝试。据介绍，海曙
区小区年产废玻璃约 0.72 万吨，
回收处理量约占 75%。这也就意

味着海曙区每年还有 1800 吨的废
弃玻璃是混在生活垃圾中，与生
活垃圾一样用传统的焚烧、填埋
等处理方式来处理。“玻璃是不能
焚烧的，填埋也不是一个好方
法，于是就有了试点，要给废旧
玻璃找一条出路。”谢跃伟说。

记者了解到，如今柳锦社区
居民可以将用剩的各类玻璃制品
拿到驻点小区的第三方兑换日用
品。第三方则定期将废玻璃运往
专业回收企业，完成废玻璃再生
的转变。

小区居民杜阿姨如今周末都
要来次大扫除，重点就是将家里
可回收的废旧物品归归类，纸板
纸张集到一定量打个电话叫回收
人员上门来收，废旧玻璃制品，
则放到小区废弃玻璃有害垃圾投
放点换积分，“一个玻璃瓶积一
分，积满 25 分可以换把牙刷，55

分可以换瓶洗洁精……”说起兑
换制度，杜阿姨颇有成就感，“我
已经换了不少日用品，倒不在于
省了多少钱，关键是这原本没人
要又占地方的废玻璃可以再生利
用起来，我感到特别高兴。”杜阿
姨说，自打小区有了专业回收，
而且还利于环保，大家就都不乱
扔玻璃制品了。

记者看到，这个回收点约十
平方米大小，外面放置有醒目的
垃圾分类指导内容，还有一个蓝
色可回收垃圾桶和红色有毒有害
垃圾桶，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夏
季，喝啤酒饮料的多了，我们回
收的废玻璃量也明显增加。”驻
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回收
工作开展四个多月了，累计回收
废 玻 璃 约 1.5 吨 。“ 每集到千余
斤，我们就安排车辆专送宁波长
利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回炉。”她
指着陈列在室内的花花绿绿的玻
璃弹珠说，这些都是企业利用废
玻璃制成的产品，绝大部分用来
出口。

柳锦社区党支部书记金建波
介绍，今年三月底，第三方机构
进驻小区配合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至今小区垃圾分类氛围明
显 增 强 ， 分 类 质 量 大 有 提 高 ，

“特别是黑色其他垃圾桶，以前
一会就满了，于是旁边就堆满垃
圾。现在经过垃圾分类，这种现
象就没有了，小区明显变干净
了。”她说，不少社区纷纷前来取
经，也计划开展废玻璃回收、专
业收运。

据悉，为更好地让垃圾资源
归位，海曙针对可回收物开出了

“居民自行处理、街社物牵头、
81890兜底”的三模式，即居民可
以选择自己分类处置；或选择由
街道、社区、物业三方公布的回
收企业；或直接致电 81890，由
81890为居民精挑“就近”企业预
约回收。同时，有条件的社区加
入“垃圾分类+资源回收”项目，
通过“我要换糖”平台实现网络
预约、上门回收。

创建垃圾回收利用“循环体”

垃圾分类重点是做人的工作，在
既无“大棒”又无“胡萝卜”的当下，提
高居民参与率，提升分类准确率，面
对面指导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

为此，海曙区广泛启动督导入社
区入户做法，提质增效并驾齐驱。如
在推行各小区实施定时定点垃圾分
类投放基础上，在早晚投放垃圾高峰
时间全面铺开督导员桶边指导服务。

“桶边督导员大多由小区保洁
员、热心志愿者担任，他们进行上
岗专业化培训后，用专业和热心投
入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海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志刚说，目
前，全区的桶边督导员近千名，其
中涌现出不少正能量人物，如段塘
街道南苑社区的陆师傅在台风天带
伤坚守岗位，收获市民点赞。

在桶边督导推进同时，上门入
户指导也加快了脚步。入户指导
的 除 了 政 府 聘 请 的 第 三 方 工 作
者，更多的志愿者由退休的共产
党员、全职妈妈、学生、机关干
部和单位职工构成。他们积极投
身到垃圾分类公益中来。如鼓楼
街道文昌社区 56 名“绿主妇”，在
社区挨家挨户上门指导并查看垃
圾分类情况，让更多的“主妇”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海曙区全体干部
签下“垃圾分类我带头”承诺书，积

极活跃在各小区志愿者行列。
海曙区还十分注重垃圾分类进

校园工作开展，稳步推进“高校+
学校”校园垃圾分类模式，组织开
展年度市、区级评优评先活动，调
动学校参与“高校+”垃圾分类的积
极性。其中，高塘小学、段塘学校和莲
桥第幼儿园被评为市级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示范单位，孩子们已经成为
家庭开展垃圾分类的有力推手。

此外，海曙区还积极引导各街
道、社区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
群众乐于参与的活动，提高全民垃
圾分类关注度和参与率。

目前，海曙区已实现中心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100%，并完成
了建成区石碶街道 6 个小区的推广
任务。全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覆盖率 90.67%，垃圾分类覆盖
面达到96.58%。

畅通环节
人人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推进促使
我们积极提升终端消化能力。”王志
刚说，近年来，海曙区不断探索提升
垃圾分类的终端处置能力，借助生产
型企业的力量，从源头上分拣、回收、
再利用，形成循环经济，促进城乡垃
圾的减量、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实现经济社会双赢发展。“在海曙区，
已经集聚了一批像宁波长利风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一样的利废企业。”

变废为宝，二次利用，循环经
济实现资源效益。洞桥焚烧发电厂
日处理生活垃圾 2300吨，每日发电
量达到 66万千瓦时；宁波开诚生态
技术有限公司利用城区饭店、食堂
的剩菜残羹制造沼气燃料，开创了
民营企业参与市政环保建设的“宁
波模式”；宁波绿环化工有限公司则
利用“地沟油”制造工业用油脂。

资源再生，产群集合，循环经济
实现社会效益。位于鄞江镇的宁波长
利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用自创技术
工艺，每年“吃进”各式玻璃废弃物超
过 3 万吨，产出玻璃珠 27000 余吨，

95%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高桥镇岐阳
村的宁波胜达墙体材料厂，以二次装
修后的废弃建材为原料，每天将上百
吨的建筑垃圾回炉制造混凝土砖块，
实现建筑垃圾循环利用。

点绿成金，生态循环，循环经
济实现生态效益。宁波市天胜农牧
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将畜禽粪便
与杂草、秸秆以及残渣剩料等农业
垃圾进行混合堆肥发酵，制成微生
物发酵肥，为植物提供养分的同时
可促进植物生长。靠着自创的生态
循环模式，农场“点绿成金”，既降
低了生产成本，又保障了农产品高
品质，有助于打开更大的销路。

“未来，海曙区将进一步细化垃
圾分类，末端处置体系建设，尝试
将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的
线性经济模式改造为‘资源－产
品－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模式’。”
王志刚透露，海曙区已启动专项规
划设计，计划打造“静脉”小镇，
引导各类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企业科
学集聚，形成规模效应。

点废成“金”
构想打造“静脉”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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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岚 通讯员 张翔 图片由海曙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

废旧玻璃变彩珠

环保义工手把手教小学生志愿者上岗

小区志愿者督导垃圾分类丢弃小区志愿者督导垃圾分类丢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