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0 深度 2019年3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 芳

垃圾分类学区化，鼓励人人当“主角”——

小手牵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习惯
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今年

2 月，宁波为垃圾分类立法，是国内较早通过立法形式推进垃
圾分类的城市。

经过几年的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已逐渐成为我市居民生活
中的新时尚。但如何让广大居民争当“主角”，使垃圾分类成
为大众共识和自觉行动，考验的是政府的执政智慧。

鄞州区率先试水垃圾分类学区化，把生活垃圾分类内容融
入学校教育。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由孩子带动家庭，有效提
升了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准确率。

记者 厉晓杭 鄞州区委报道组 张绘薇 通讯员 亢 茜

在鄞州区德培幼儿园，垃圾
分类教学课程已持续开展多年，
并融入每一天的日常教学中。更
让人惊讶的是，该幼儿园所处的
潘火街道金桥水岸花园小区，是
一个拆迁安置小区。

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内的幼儿
园，为何在 2015 年就着手推广
垃圾分类？德培幼儿园园长黎芬
告诉笔者，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很
大的课题，早在德培幼儿园整体
搬迁至金桥水岸花园小区时，自
己就有了想法。“在幼儿园中推
广垃圾分类，让孩子去带动家
庭，进而提升整个小区居民的环
保理念。”

“ 一 开 始 ， 很 多 家 长 不 理
解，幼儿园就像自己在唱‘独角
戏’。慢慢地，大家开始接受
了，因为家长从孩子身上看到了
变化。”黎芬坦言，刚推广时，
老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后来发
现单是靠活动还不够，还需要从
孩子的日常教学着手，于是老师
们开始自己探索和编排课程。

让小班的学生学如何分类，
中班的孩子学如何利用和改造，
大班的孩子做实验、进行科学探
究。在德培幼儿园，垃圾分类的
课程体系有着明确的学习目标。

“上了幼儿园后，孩子的环
保理念提升不少，外出用餐一次
性筷子的纸套都要专门收集起
来。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家长也
上心了。”小三班学生徐梓宸的
爸爸说，孩子带着全家人一起参
与垃圾分类，家里不仅准备了绿
色的厨余垃圾桶和黑色的其他垃
圾桶，还另外备了可回收垃圾
桶。在孩子的监督下，短短一学
期家里的废品就卖了100多元。

很多孩子还喜欢把家里的垃
圾带到学校来分类。可乐罐、牛

奶盒等垃圾，经过分类和清洗，被
送进了幼儿园的“材料超市”。卷
纸芯、小木片、瓶盖、纸杯、透明
罐子等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成为
旧物改造的原材料。

全职妈妈卢孙华说，自从德培
幼儿园设立了宁波市第一个旧物改
造工作室后，每月都推出不同的改
造主题，鼓励孩子和家长一起以亲
子制作的形式改造旧物、设计环保
标语、制作分类主题绘本等，自己
家的孩子以前不爱动手，现在动手
能力越来越强，已能独立制作笔筒
笔套了。

“我们设计的课程，都是经过
了多年实践，并不断进行着修正。
由德培编制的《幼儿园垃圾分类主
题活动创新设计》 马上就要出版，
将填补国内幼儿段垃圾分类教材的
空白。”德培幼儿园教师竺秀娜告
诉笔者，自己的孩子也在德培就
读，对酵素制作、旧物改造等很多
课程非常感兴趣，现在孩子不仅垃
圾分类意识强，创新能力也提升不
少。

德培幼儿园曾对 2016 级的学
生做过一个调查。小班时，具有垃
圾分类意识的只有 26.7%，掌握垃
圾分类知识的只有 17.8%，垃圾分
类的行动参与度只有 19.6%；中班
时，检测数据分别上升到 75.8%、
62.5%和 80.3%；大班时，检测数
据 飙 升 到 了 93.7% 、 80.3% 和
98.2%。

去年，德培幼儿园拍摄的垃圾
分类教育短片 《小宝贝大行动》，
参与国际固体废物协会举办的固体
废弃物处理沟通宣传大赛，在 25
个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年度亚
洲地区唯一获奖作品。国际固协运
营部负责人丹尼尔认为：“中国德
培幼儿园从小培养孩子的环保意
识，做法值得世界学习。”

原创课程寓教于乐
环保理念从小抓起

金桥花园社区是潘火街道推
广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去年，德
培幼儿园“小手拉大手”参与社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共建创
意无限工作室，带动居民感受废
旧物品改造的乐趣与意义。同
时，街道机关干部和社区“红色
喇叭”宣传员还利用“周二夜
访”、“三进”宣传，面向居民举
行了“敲门行动”、旧物换物、
爱心义卖等系列活动，把垃圾分
类理念和分类知识传播至社区每
个角落。

潘火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垃圾分类工作的源头在家庭，而

家庭宣传中接受度最高的个体是孩
子。街道以“德培模式”为主打，
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
式，助力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校社联动，让原本单调的宣讲
也变得有趣起来。比如，德培幼儿
园 编 写 了 舞 台 剧 《小 蚁 哥 学 分
类》，上上城、世纪花园幼儿园编
排的 《环保亲子秀》、金桥花园社
区编排的主题广场舞 《中国范》
等，先后登上了大型演出的舞台，
以生动活泼的表演形式，传播垃圾
分类的知识和理念。

金桥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陈芬
说，社区里有2832户家庭，只有9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推进
校社联动引领垃圾分类

名社工，人手严重不足。德培幼
儿园的老师主动在潘火辖区内各
社区、小学、幼儿园等开设公益
讲堂，为促进街道垃圾分类工作
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去年
10 月，金桥花园社区开始实施
分类清运，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
在90%以上。社区垃圾分类能够
较好地推进并达到清运标准，离
不开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的推广
和宣传。”

潘火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
街道聘请德培幼儿园优秀教师为
垃圾分类“义务宣讲队”成员，
老师们采用分层、分类、分段的

培训方式，面向社区、小学、幼儿
园等开展垃圾分类培训 100 余场，
辐射群众近万人次。

如今，在潘火辖区内，通过幼
儿园鼓励儿童在家中担任“小小宣
传员”、学校组织学生开展“送垃
圾回家”活动、社区鼓励居民家庭
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并号召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志愿督导队”等
形式，垃圾分类的“家校社”联动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目前该街
道已完成 2516 个设施点位改造以
及 43 个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投放工
作，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接受度和参
与度大大提升。

黎芬是一名教师，她还有另
外一个身份——鄞州区人大代
表。在她看来，垃圾分类不是一
种宣传活动，不能指望通过一节
课就让学生拥有分类意识和习
惯。垃圾分类、环境保护是一场
持久战，当务之急是建立长效机
制。

垃圾分类学区化，或成未来
新方向。“一个孩子能带动一户
家庭，一户家庭能带动一个社
区。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是未来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开
展素质教育、培养责任意识的
主阵地。可以通过在园、在校
的学生带动家庭，推动校园所
在的社区进行垃圾分类，也就
是垃圾分类学区化模式。”她认
为，3 岁至 6 岁的孩子可塑性
强 ， 是 各 种 习 惯 养 成 的 关 键
期。其次，一个孩子背后有家
庭、学校、社区和属地政府，
金 桥 花 园 社 区 居 民 意 识 的 转
变，小区环境的提升，便是垃
圾分类学区化带来的成效。

小手拉大手，发挥学校优
势，推广垃圾分类。鄞州区去年
率先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学
区化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
案，在 3年内，城区范围内的中
小学、幼儿园就近结对 1 至 2 个
社区，结对的社区居民和学校师

生 对 垃 圾 分 类 的 知 晓 率 达 到
100%，家庭成员垃圾分类参与率
在90%以上，家庭源头分类质量优
秀率在90%以上。

“我们主要以街道为主体，鼓
励辖区学校积极参与；以学生带动
家庭为重点、参与社区活动为补
充；以培养绿色生活方式为目标，
提升源头分类质量。”鄞州区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
已 有 60 余 所 学 校 与 社 区 进 行 结
对，推广效果不错。

与此同时，鄞州区教育部门也
将垃圾分类纳入中小学德育教育和
文明校园评比，纳入《鄞州区中小
学生习惯养成学段重点目标》，引
导鼓励广大学子争做“垃圾分类好
少年”和垃圾分类小小志愿者，实
现知行合一，让垃圾分类成为自觉
行动和行为习惯。

黎芬也建议，在垃圾分类学区
化推进过程中，城管部门、乡镇街
道、校园均应设立相应的机构，安
排专人对校园、校园所在社区、乡
镇街道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专业指导
与检查。同时，将一些做得好的学
区化模式进行复制和经验交流，特
别是在乡镇农村垃圾分类推进中，
可以通过园区结对形式，送教送经
验，从而推动全民垃圾分类事业的
开展。

垃圾分类学区化
或成未来新方向

为引导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
投放习惯，提升分类实效，上海

“绿色账户”孕育而生。最早，
市民投放分类垃圾一次可获得
10 个 积 分 ， 现 在 一 次 可 达 50
分。这些积分可以到商户处换
礼、在网上兑换，或是去居委会
现场兑换。老年人喜欢兑换米油
盐，年轻人乐意兑换电影票或是
商家抵扣劵。

据悉，“绿色账户”是鼓励
和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记录其参与行为的专属绿色诚信
档案。把垃圾分类宣传资料发放
到居民手上，手把手、人对人地
教会居民，是垃圾分类的前两
步，而“绿色积分”的制度设
计，大大提高了市民参与分类的
积极性和准确性。

上海目前正在加快再生资源
回收“两网融合”体系的建设。
居民可以利用再生资源回收网与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运输网“两网

融合”的“垃圾分类回收”线上平
台，在线预约上门回收。不仅可回
收废旧家电，报纸、塑料瓶等低价
值的回收品还可兑换积分，免费换
取鸡蛋、大米等日用品，垃圾回收
和寄快递一样方便。

今年1月31日表决通过的《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标志着
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到
来。2018 年以来，该市加大了生
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治理力度，截
至今年 2月底，已开展各类生活垃
圾分类执法检查 4800 余次，依法
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 672
件，督促相对人自行整改 1300 余
起。在坚持依法查处生活垃圾分类
违法行为的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主
动会同居委会、物业等部门，在小
区、学校、公园、党政机关等因地
制宜开展宣传，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法制知识，有力推动了该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处置建设。

（厉晓杭 整理）

上海：“绿色账户”
提升垃圾分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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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被称为“放错了地方
的资源”。实施以垃圾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为基础的生活垃圾分类，是
改变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
建设美丽宁波的必然选择。

2013年 7月，以“世行贷款
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
利用示范项目”签约为契机，我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入试点阶
段。笔者所在小区是最早一批试
点小区之一，200 多户人家早早
就分到了双拼垃圾桶和厨余垃圾
专用袋。每户家庭每天产生的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需要分开存
放，并分别投入楼下那两只绿色
和黑色的大垃圾桶里。

这些年，一家由政府购买服
务、专业从事垃圾分类指导的社
会组织，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我
们小区开展上门指导；也有居民
自发担任垃圾分类指导志愿者，
每天固定时间站在垃圾桶边，提
醒邻居正确投放。

如今，每年定期领取厨余垃
圾专用袋，每天将手中的两袋垃

圾分别投放到楼下的两个垃圾桶
里，已经成为我们小区绝大多数居
民的生活习惯。但有时，当我们在
夜色中走近那个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时，偶尔还是会发现一两袋其他垃
圾。这说明，虽然小区居民对于垃
圾分类的知晓率已经达到 100%，
但不是每位居民都能自觉进行垃圾
分类。

作为一个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近
6年的小区，仍不能做到人人参与
垃圾分类。由此可见，一些居民几
十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垃
圾分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场
强制性、长期性、综合性的革命。

在今年的市两会期间，人大代
表杨备训建议“把垃圾分类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通过“大手拉小
手”活动，将垃圾分类的课堂从学
校延伸至家庭。而鄞州区已率先试
水垃圾分类学区化，把生活垃圾分
类内容融入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意识，从而带动
身边的人做好垃圾减量和垃圾分
类，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

（王芳）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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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正在学习利用水果皮制作酵素。 孩子们制作的酵素，放在德培幼儿园的义卖超市进行售卖。 老师们把旧物改造成垃圾箱，供孩子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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