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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做足““绣花功夫绣花功夫””
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村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村““新时尚新时尚””

上周六凌晨五时，西沪港刚露
出一丝鱼肚白，陈远超就驾车来到
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熟练地用
车上的空桶置换垃圾投放点的 4个
垃圾桶。每天凌晨三时起，陈远超
和两个小伙伴兵分三路，穿行在美
丽的斑斓海岸线，以“以桶换桶”
的方式，将黄避岙 16 个村的垃圾
桶转运至乡垃圾中转站。“高泥村
的垃圾分类做得不错，村民的分类
和投放都很精准，尤其是厨余垃
圾，桶里极少见到塑料袋。” 陈
远超说。

高泥村被誉为“浙江网箱养殖
第一村”，村民在耕海牧渔的同
时，也将村庄建设成一个“大花
园”：在每一条石板路边精心种植
花草，在每一栋农房上画上栩栩如
生的黄鱼墙绘，将每一个庭院打造
成景观小品。

上午九时多，身着红色志愿者
服装的村民欧月芳来到里高泥自然
村的一个垃圾投放点，古色古香的
亭子里放置着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个桶，
分别对应绿色、蓝色、黑色和红
色。欧月芳逐个打开盖子，探过头
仔细检查桶里的情况。“检查重点
是厨余垃圾桶，一定要看清楚里面
有没有其他垃圾，如果有的话，就
得挑出来。”欧月芳告诉笔者。

笔者在投放点看到，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上方，张贴着印有应投放
物品的文字清单和图案的告示，醒
目且易于辨认。

欧月芳是高泥村的垃圾分类网

格员。每天上午九时和晚上七时，
她要去 7个投放点检查垃圾投放情
况。“村里推行的是‘一次四分’
法，刚开始推广那会，村民经常将
垃圾放错地方。我们发现就指出
来，经过两年的宣传和实践，现在
村民很少出错了。”欧月芳说。

黄避岙乡2017年6月开始实施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目前
全乡垃圾分类覆盖率为 100%，垃
圾回收率为 32.9%，分类精确率在
90%以上。“能否实现垃圾的减量
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关键是源头
能否实现合理分类。因此，选择一
个让老百姓易于接受、便于熟记的
操作方法极为重要。经过多方考察
和比较，我们选的是‘一次四分’
法。”黄避岙乡党委副书记赖文浩
说。

“村民家只放两类垃圾桶，一
种放厨余垃圾，另一种放其他垃
圾，电池等有害垃圾的量非常少，
村民会收集起来。”里高泥自然村
负责人陈来丰带着笔者来到村民沈
美娟家，他说，村民带着两只桶去
投放点，将垃圾分为四类，分别投
入不同的垃圾桶。

笔者走进村民沈大伯家，发现
厨房的垃圾桶是空的。“早上吃剩
的饭菜已经倒到投放点了。”70多
岁的沈大伯对“一次四分”法如数
家珍，“厨余垃圾里不能放进不会
烂的东西，尤其要把塑料袋挑出
来，废报纸、废塑料、旧衣服、金
属、废玻璃要放进可回收物垃圾
桶。”

确定分类方法

“万里长征”走好第一步

推广垃圾分类之前，黄避岙乡
做了充分的准备，分批派出党员和
村民代表去墙头镇溪里方村、盛王
张村等地参观学习，印发了宣传资
料，通过集中学习和入户指导的方
式开展培训。

“推广垃圾分类要持之以恒。
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要改变一个
人的习惯不容易。村里老人不少，
让他们做到熟练分类更是需要一个
过程。刚开始推广那段时间，我就
守在投放点，村民来投放时，一边
查看一边指导。”沈美娟也是垃圾
分类网格员，说起那段日子，她感
慨颇多。

黄避岙乡在垃圾分类中实行
乡、村、组、户四级网格管理。

“每个建制村为 1 个总网格单元，
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担任网
格总片长或网格长；总网格下设若
干网格小组，每个网格小组由 10
户至 25 户农户组成，由网格员负
责管理。”赖文浩说，全乡划分为
180 个网格小组，设置固定投放点
180 个，村干部等骨干按照就近原
则纳入各网格小组，担任网格长或
网格员。“网格员经常入户讲解，
负责垃圾分类的政策宣传、工作指
导 和 巡 查 监 督 ， 实 现 无 死 角 管
控。”陈来丰说。

笔者看到，垃圾投放点侧面的
墙上公布了该网格的示意图，以及
网格小组长、网格员的联系电话和
主要职责。“村民发现有人投放错
误或其他情况，可随时拨打电话反
映。”沈美娟说。

“垃圾分类的推广，是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先让骨干养成习惯，

再向村民‘扩散’。”高泥村党支部
书记朱中华告诉笔者，“垃圾分类
能否成功，党员能不能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非常关键。我们的党员、村
干部、村民代表带头垃圾分类，并
入户指导，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朱中华说，2017 年，村里推广垃
圾分类时，党员经常在晚饭后入户
宣讲和检查分类情况，苦口婆心地
说、手把手地教，让村民慢慢养成
习惯。

沈美娟对那时的景象记忆犹
新，“村民一般早晚各投放一次垃
圾，我就拿着《垃圾分类情况检查
统计表》守在投放点，记录每家每
户的投放情况。同时，发现错误
投放，就当场指出来。经过两个
多月的反复纠正，大家终于记住
了四分法。”沈美娟打开一个厨余
垃圾桶的盖子说，“你们看，现在
厨 余 垃 圾 桶 里 不 会 出 现 塑 料 袋
了。”

“发挥党员、红马甲志愿者、
垃圾分类网格员等骨干的作用，引
导各村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
让村民增强自律意识。”赖文浩
说。在高泥村，垃圾分类经历了党
员干部“我先行”、志愿者“我有
责”到群众“我看齐”的过程。

如今，高泥村的村民既是垃圾
分类的参与者、评价者和受益者，
也是监督者和引导者。“部分村民
也就春节回来住几天，他们一回
来，亲戚朋友就提醒他们垃圾要分
类投放。”欧月芳说，“大家都说，
实行垃圾分类后，村里环境变美
了，苍蝇蚊子减少了，住着越来越
舒心。”

推进垃圾分类

打一场循序渐进的持久战

村民的源头分类和投放，只是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开始。

陈远超将垃圾桶运到垃圾中转
站后，分门别类进行处理。首先，
他把厨余垃圾倒进阳光房垃圾处理
站。陈远超领着笔者走上垃圾处理
站，他一把拉起仓盖，里面涌出一
股热气。和笔者想象中臭味四溢的
情况完全不同，仓口并没有闻到刺
鼻的味道。笔者数了一下，这样的
阳光房，这里共有10仓。

“每个阳光房可储存 20吨左右
的厨余垃圾，县农业农村局邀请同
济大学进行技术攻关，在科研人员
的帮助下，堆肥周期从 6个月缩短
至 40天，提升了堆肥周转率。”赖
文浩介绍，这套处理设备日均处理
厨余垃圾 1.6吨，可满足 16个村厨
余垃圾的消纳处理。

陈远超从各投放点运来的其他
垃圾，则交给了这里的分拣师傅陈
光明。笔者在分拣大棚里看到，纸
板、玻璃瓶、易拉罐、塑料瓶、泡
沫箱等被码得整整齐齐，这些都是
陈光明的“劳动成果”。

随后，经过分拣的垃圾被压缩
打包，由专车运往垃圾填埋场。厨
余垃圾就地消纳，有价值的物品被
分拣，运往填埋场的垃圾总量就
能减少。赖文浩介绍，垃圾分类
刚推行的 2017 年，黄避岙乡运往

填
埋 场
的 垃 圾
每月为 300
多吨，去年平
均 每 月 减 少 110
吨 左 右 ， 降 幅
33.7%。

垃圾分类是否成功，
核心指标是减了多少量。“农
村垃圾分类，推进源头分类是
重点环节，但关键是建立一套完整
高效的处理体系，打造农村垃圾处
理的闭环，真正实现垃圾的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垃圾革命的目
的是美化家园、保护环境，把运往
填埋场或焚烧炉的垃圾数量降下
来。

从象山的实践看，2017 年该
县农村生活垃圾填埋量 9.142 万
吨，较2016年减少124吨；2018年
填埋量 8.3878 万吨，比 2017 年减
少 7542吨，降幅 8.9%。“推广垃圾
分类后，垃圾减量的成效在象山农
村得以实现。”象山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说。

黄
避岙乡计
划 将 现 有 的
垃 圾 中 转 站 升
级成垃圾处理综合
体，除目前具备的厨
余 垃 圾 消 纳 、 分 拣 打
包 、 压 缩 转 运 等 功 能 外 ，
还将增加垃圾回收功能。“我
们将邀请有实力的垃圾回收企业
入驻，收编各村‘破烂王’，统一
时间、统一价格，将垃圾回收至垃

圾 处 理 综
合体。”赖文

浩说。
“ 就 减 量 化 目

标而言，厨余垃圾的
空 间 基 本 被 吃 净 榨 干 ，

要在回收这个环节上多想办
法。”象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说，“尤其是体积庞大、附
加值低的泡沫、玻璃等垃圾，通过
回收公司回收，‘切断’它们通往
填埋场的路，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
的压力。”

完善体系建设

打造农村垃圾处理闭环

“象山县摸索出一条低成本、
可复制的农村垃圾分类之路，截至
目前，垃圾分类实现建制村覆盖率
近 90%，但提升空间仍很大 。”
象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区域不平衡和回收体系不完善
是最大的短板。

农村垃圾分类，加快推进覆盖
面迫在眉睫。农村点多面广，需要
大量的宣传员、督导员、协管员进
村入户，加之各地重视程度不一，
造成各村之间的差异极大。此外，
农民群众分类习惯养成需要一个过

程，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始阶
段，不少村民感到不适应、不方
便，甚至出现抵触情绪，分类、投
放不规范经常出现。“垃圾分类会
出现反复，要多宣传、多监督，这
项工作需要常抓不懈。”陈来丰
说，“垃圾分类还需要村民‘齐步
走’，只要有一个村民把塑料袋扔
进厨余垃圾桶，垃圾分类的质量就
会大打折扣。”

在我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终
端模式呈多样化态势。除了阳光房
堆肥，我市还有焚烧、填埋、机器

成肥、低温堆肥、厌氧产沼、虻虫
消化、微生物降解处理等模式。这
就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根据垃圾总
量和自然条件，选择合适的消纳处
理方式。

目前，我市各地比较注重厨余
垃圾的资源利用、就地成肥，对塑
料 、橡 胶 、玻 璃 、金 属 、皮 革 及 衣
物 、旧 电 器 、旧 家 具 等 可 回 收 垃
圾，缺乏有序的配套处置体系，再
生资源回收公司参与度不高，导致
垃圾回收利用率不高，进而影响了
农民群众源头分类的积极性。

“低附加值的垃圾往往体积庞
大，商业公司考虑到成本因素，对
这些物品不是很感兴趣。如何通过
政府的介入，结合市场化的手段和
方式，消纳这些物品，最大限度地
实现减量化，值得好好探讨。”市
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负
责人表示。

目前，象山计划规划建设镇级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力争每个镇乡
都设置 1处专业回收站点，重点扶
持培育“搭把手”等再生资源回收
企业，通过“市场化+政府适当补
贴”形式，激活整个回收环节的积
极性。

弥补回收短板 分类施策实现垃圾资源化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一

个系统工程，分类、投放、收
集、转运、分拣、回收等环环相
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
都会使分类效果大打折扣。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进入
“下半场”，用“绣花功夫”推
行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

垃圾分类，要在农村成
为“新时尚”，需要设计并
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
要充分利用农村是熟人社会
的优势，建立网格化管理体
系，落实专人开展指导、宣
讲和监督，并建立相应的奖
惩制度。

垃圾分类，要在农村成
为“新时尚”，要紧紧依靠
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和
妇女的积极性，高泥村摸索
出的党员干部“我先行”、
志 愿 者 “ 我 有 责 ”、 群 众

“我看齐”这样一种循序渐
进的方式，让更多人行动起
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值得借鉴。

垃圾分类，要在农村成
为“新时尚”，需要打一场
持久战。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会有反弹，甚至出现回
潮，需要将宣传和监督有机
结合，将垃圾分类成效和个
人利益挂钩，让垃圾分类真
正入心入脑。

垃圾分类，要在农村成
为“新时尚”，需要重视体
系性建设。垃圾分类已进入

“下半场”，不少人关注的重
点仍在“分类”上，但在实
践中，要实现垃圾的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回收
体系建设和厨余垃圾的就地
消纳是最大的短板，须尽快
完善。 （何峰）

记者手记

我市将开展以“垃圾分类
进农村，秀美乡村践于行”为
主题的“垃圾分类进农村”活
动。

据介绍，“垃圾分类进农
村 ” 将 结 合 我 市 实 际 ， 开 展

“党员先锋示范、垃圾分类宣
传、青年志愿服务、寻找垃圾
达人、搭把手两网融合、人员
培训、示范创建”等七大类活
动，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与循环利用工作，为建
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整洁美
丽、和谐宜居”新农村，打造
美丽中国“宁波样板”作出新
贡献。

2018 年，我市农村月生活
垃圾总量 19677 吨，月回收利
用 量 5943 吨 ， 回 收 利 用 率 为
30.2%，无害化率100%。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强
化主体责任、源头减量、回收

利用，强化典型总结和示范创
建，培育一批高标准的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乡镇 （街道）、
示范村 （社区）。2019年，根据
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工作计划，新增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村 350 个以上，新增
省级试点村 30 个、高标准示范
村 20 个；创建市级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示范乡镇 15 个以
上。 （何峰）

我市开展“垃圾分类进农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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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避岙乡垃圾投放点的网格公示牌黄避岙乡垃圾投放点的网格公示牌。。

黄避岙乡的阳光黄避岙乡的阳光
房垃圾处理站房垃圾处理站。。

陈远超查看阳光陈远超查看阳光
房内垃圾发酵情况房内垃圾发酵情况。。

高泥村村民欧月芳检查垃圾投放情况高泥村村民欧月芳检查垃圾投放情况。。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王德平 文/摄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
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
更多人行动起来。

垃圾分类是民生关键小事，也是绿色发展大事。在农村，垃圾分类能提高人居环境和生
态文明水平，巩固和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农村污水革命、垃圾革命、厕所革命等“三大
革命”中，垃圾革命由于牵涉面广，既是难题，也是重点。

上周，本报记者来到首批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创建
单位象山的黄避岙乡，蹲点采访当地“定点投放、统一清运、分类处置”的垃
圾处置模式，探访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让垃圾分类在农村成为“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