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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7月我市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以来，始终坚持不同种
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
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了一个完整
的闭环。经过 6年的不断完善，如
今，我市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收运处置体系
已基本建立。

10 月 1 日起，《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我
市也将迎来垃圾依法分类时代。

撤桶并点 桶边督导
看得见的分类“新气象”

早晨6时30分，海曙区鼓楼街
道西河小区的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员
已经上岗，准备对前来投放垃圾的
居民进行挨个检查。

自海曙区开展居住小区撤桶并
点攻坚行动以来，西河小区的垃圾
投放点已大幅“缩水”，先是从 28
个骤降至2个，最后合并成1个。

“撤桶并点，是居民‘看得见’
的垃圾分类‘新气象’。”海曙区垃
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
多余的、分散的垃圾桶撤除，合并
放置在专门的点位，再配以专门的
桶边督导员，这样就能通过集中的
监督管理，实现分类垃圾桶的精准
投放。

“刚开始，有不少居民不理解，
认为如果物业打扫不及时的话，撤
掉垃圾桶可能会导致垃圾满溢，反
而不卫生。”西河小区所在的孝闻
社区相关负责人说，“为了给小区
居民一个缓冲的时间，我们先把
28个桶位合并成了2个，分别设置
在小区入口和中心地段集中投放。
同时，我们加大了对 2个点位的巡
查及垃圾清运力度，用实际行动向
居民证明，这样的做法有益无害。”

运行 1 个多月后，2 个点位的
设立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理解和支
持。为了解决露天垃圾桶味道较
重、影响小区环境的问题，社区、
小区业委会重新着手选位，计划将
两个回收点位合并成 1 个垃圾房。
经多方权衡与实地勘探，新的垃圾
房设在了原小区业委会办公室旁。

“我们按照每300户设置1个点
位的原则，开展撤桶并点百日攻坚
行动。截至目前，我区的撤桶并点

覆盖率已超过80%，超额完成了既
定的阶段目标。”海曙区垃圾分类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水岸心境小区从 56 个撤到 9
个；桂花园从 66 个撤到 22 个；万
安小区从11个撤到1个……“居住
小区撤桶并点百日攻坚行动”的清
单里，各个小区的进度清晰可见。
垃圾分类就如同滴落在宣纸上的一
滴滴墨点，从撤桶并点开始，缓缓
晕透整个宁波。

分类运收 两网融合
信得过的垃圾“新归宿”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500多辆
分类垃圾运输车辆、6座大型垃圾
转 运 站 和 12 座 生 活 垃 圾 处 罝 设
施，分类收运体系由点及面，逐步
成为一张完整的运输、处置网络。

当记者问及居民担心的“垃圾
混运”问题时，市垃圾分类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把已经分类投放的生
活垃圾混合归集、交付，是《宁波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中明令
禁止的，一定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
施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让老百
姓“信得过”。

他坦言，虽然当前我市分类处
置设施尚有短板，收运过程也并非
尽善尽美，但工程的规划建设、人

员的教育培训都已按下了“快进
键”。奉化、宁海和象山三地焚烧
厂正抓紧建设中，各地餐厨 （厨
余） 垃圾处置设施也将逐一补齐。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市生活
垃圾日产生量约为 11000吨，现有
的 12 座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包括
焚烧处理设施 5 座、填埋场处理设
施 4 座、餐厨（厨余）处理设施 3 座，
总设计日处理能力达 11600 吨，昔
日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转、工作人员
夜以继日苦干的日子已渐行渐远。

“源头减量是当前垃圾分类的
痛点和难点之一。下一步，我们将
精准施策、攻坚克难，从光盘行
动、变废为宝行动、绿色消费行动
这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削减垃圾
产生量。”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位于姜山的“搭把手”可回
收物分拣中心，记者看到了从小区
里收集来的各种可回收物，包括玻
璃、塑料、纸张、织物和大件垃圾
等5大类再生资源。

曾经，由于回收价值低，玻璃
瓶等可回收物一直不在“破烂王”
的回收之列。而“搭把手”平台的
出现，实现了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兜
底回收，有效破解了传统模式中居
民不愿囤、“破烂王”不愿收、低
价值可回收物无处去的困境。

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 CEO 闵亚军介绍，截至目前，

“搭把手”智能回收箱已经覆盖宁
波 600 多个小区，各类型网点近
800 个，平均每天收到的可回收物
生活垃圾达 200 吨。“仅 2019 年上
半年，宁波市可回收物生活垃圾回
收总量就有近2万吨。”闵亚军说。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做好垃圾分类“关键小事”

“垃圾分类从未如此牵动每一
个学生和家长的心弦，也从未像现
在这般被大众所认可。”市垃圾分
类办相关负责人说。自去年起，我
市落实了每学期不少于 2课时的垃
圾分类知识教学要求，各阶段学生
可用的教材、读本及教学视频也在
筹备、制作和出版中。今年宁波市
中考题目中，涉及垃圾分类的考题
分值高达79分。

“当前，我市垃圾分类面临不
少困难：源头投放质量、桶边督导
覆盖率有待提高，清运频率和时间
把控不到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
不会搞形式上的‘一刀切’，不切
实际地追求‘撤桶并点’‘定时定
点’一步到位。”市垃圾分类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垃圾分类，绿色时尚。宁波正
健步踏上“我愿垃圾分类，我以准
确分类为荣”的新征程。

厚积六载 垃圾分类正当时
——写在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召开之际

见习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昨天上午，宁波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会召开。历经 3次征求
意见、多轮修改的《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指南》，终于以最成
熟、最切合宁波实际的面貌与市民
见面了。

至此，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有
了“标准答案”，而这把撬动新兴
产业、化解“垃圾围城”难题的

“金钥匙”，也终于被真真切地放到
了每一位市民的手掌心。

这份“热腾腾”的《宁波市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以下简称

《投放指南》），是对即将实施的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相关条款的进一步细化，不仅涵盖
了分类标准、分类投放要求、分类
标志等多个方面，还对近 300例常
见或易混淆的生活废弃物进行了逐
一归类。

让我们从例题出发，梳理一下
《投放指南》背后的逻辑吧。

喝了一半的珍珠奶
茶，应该怎么投放？

对于这个耳熟能详的问题，很
多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连杯
带奶茶丢进垃圾桶？一股脑儿把奶
茶和珍珠倒入厨余垃圾桶？都不
对。厨余垃圾作为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类别的一种，实际上是四大类
中最容易辨别的。

《投放指南》 指出，厨余垃圾
是指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
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弃蔬
菜瓜果、腐肉、肉碎骨、蛋壳、畜
禽动物内脏、水产品废弃物等食物

残余。
因此，日常生活中烹饪前、食

用后的食物残余均属于厨余垃圾，
没喝完的珍珠奶茶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在厨余垃圾投放过程中，有
三条原则需要注意。

其一，贝壳和动物大骨不被纳
入厨余垃圾的范围。《投放指南》
制定专家告诉记者，上述垃圾虽属
食物残渣，但因其主要成分是无机
物，无法被生物降解，且质地坚硬
会对末端处理器械造成一定影响，
因而归属其他垃圾。

其二，食用、烹饪过程中产生
的非食物残余不属于厨余垃圾。例
如食品的外包装，吃完外卖食物剩
下的一次性筷子、汤勺、纸巾，喝
完奶茶后的塑料杯等等，均不能投
放到厨余垃圾桶。

其三，厨余垃圾投放时需要沥
干水分。据悉，当前我市厨余垃圾
主要通过干式发酵产生沼气和有机
肥料，沥干水分能够有效提升后端
处置效率，同时减少臭气和渗滤液
的产生。

综上所述，喝了一半的珍珠奶
茶中，杯子和吸管均不属于厨余垃
圾。而本着沥干投放的原则，液体奶
茶需要倒入下水道，只有里面的珍珠
才能弃入厨余垃圾桶，你答对了吗？

缠绕着胶带的快递箱
子，应该如何投放？

如何区分可回收物和其他垃
圾，可能是市民在日常分类过程中
遇到的最大问题。而如例题所示，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甚至有害垃圾
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也不少见。

如何真正发现垃圾中隐藏的
“宝藏”？我们不妨先从定义看起。

《投放指南》 指出，可回收物，是
指生活中产生的未污染、适宜回
收、可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主要
分为废纸类、废塑料、废金属、废
织物、废玻璃、废电器电子产品以
及大件垃圾七大类。

简而言之，“未污染”“适宜回
收”“可资源化利用”这三条原
则，就是可回收物辨别和投放的重
要依据。

沾有油污的塑料袋、未曾洗净
的奶茶塑料杯和外卖餐盒算可回收
物吗？不算。它们属于“被污染”
的其他垃圾。而当你将其洗净擦
干、挤压平整，它们就可以“升
格”为可回收物，成为可被再次利
用的“宝藏”了。

再说“适宜回收”和“可资源
化利用”。破了个洞的雨衣干干净
净，怎么看都还有使用的价值；用
完的一次性纸杯擦干压平，怎么看
都像是能够再次利用的纸制品，为
什么都归为其他垃圾？事实上，为
了达到防水目的，雨衣表面涂有防
水涂层，而纸杯内侧涂有聚乙烯薄
膜，均属于成分复杂的复合材料，
对其进行进一步拆分回收的代价远
超回收所能带来的价值，故而这两
种物品都不适宜回收。

至于废弃橡胶制品、皮制品
等，至今仍未找到高效、经济的资
源化利用途径的废弃物，以及自

“诞生之初”就不作回收之用的一
次性用品、纸巾，自然因为“不适
合资源化利用”而归为其他垃圾。

实际上，如何辨别可回收物一
点也不复杂。先将废弃物按可回收
物 “ 七 大 分 类 ” 逐 一 “ 对 号 入
座”，再剔除“被污染”“不适宜回
收”“不适合资源化利用”的那部
分即可。例题中，胶带和雨衣类
似，属于不适宜回收的其他垃圾，
自然需要被撕下，与作为可回收物
的纸板箱分开投放。

装有电池的剃须刀，
应该如何分类？

乍一看，剃须刀属于小家电的
范畴，应当归为可回收物；再一
看，电池好像应该被归为有害垃
圾，拆出来单独投放。如果是内置
充电电池、无法拆开的剃须刀，又
该如何处理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电池无法拆
卸，那就原封不动投放至专门的回
收网点如“搭把手”回收平台，交
由专业的工作人员处理。切忌将电
器强行拆分或直接投放至可回收物
收集容器，以防收运过程中有害部
分损坏泄漏污染其他垃圾。

《投放指南》 指出，有害垃
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
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
圾。除了市民比较熟悉的废药品、
废油漆溶剂、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
外，废胶片及废像纸，含汞的节能
灯、日光灯管，所有铅蓄电池、充电
电池（含汞、镍镉、镍氢等）、纽扣电
池甚至移动电源均属于有害垃圾。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日常使用
的普通干电池如碱性电池、碳性电
池不含重金属，应归为其他垃圾。
由此可见，例题中剃须刀的电池分
类，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从操作上来讲，做好垃圾分
类仅仅需要多走几步路、多冲一
遍水，但从认识上来讲，这是一
门全新的“学科”，值得每一位市
民钻研。

如何用好垃圾分类这把“金钥
匙”？那就从熟读 《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指南》 开始吧！请牢
记，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将是垃圾
分类新时代的“先驱者”！

指南在手 分类不愁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出炉

惠贞书院学生化身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参与暑期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 （张凯凯 范奕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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