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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尚垃 圾 分 类

年内即将实施的《宁波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确定了
我市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标准：
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这四种垃圾应分别
投放至对应的绿色、蓝色、红色
和黑色垃圾桶。

作为垃圾分类工作的入门
前提和基础准备，“四分法”是否
已在推行？市民了解“四分法”
吗？四色垃圾桶是否已走进我
们的生活呢？

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全市
48个地点，其中有居民小区、家
庭，有写字楼、办公园区，也有街
头、商圈、垃圾中转站等。我们
发现，相比公共场所，我市各居
民小区的垃圾分类及准备工作
做得更加扎实，垃圾分类的理念
也已深入人心，但仍需做得更
细、更精准、更持久。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
《第三次浪潮》里预言，继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
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
生存的又一次浪潮，将是
垃圾革命。能否做好垃
圾分类这件“最难推广的
简单工作”，检验着一座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
也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
美好生活。

今年2月召开的市人
大十五届四次会议，高票
通过了《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我市的
垃圾分类自此有了顶层
设计和法律保障，待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后将正式
实施。在该条例正式实
施前，垃圾分类各个环节
还有哪些重点、难点和痛
点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从今日起，我们深入
家庭、社区、公共场所、垃
圾收集站转运站、终端处
理等各个环节，和您一起
观察、分析，倾听您的意
见、建议，全市上下一心、
共同努力，把垃圾分类这
项“新时尚”演绎得更加
生动、精彩。

【编者按】

垃圾分类有妙招？

快来分享
您的想法与智慧

随着垃圾分类在我市试点推广，越来越多的市
民开始了解并践行垃圾分类。但在实践中，还是有
不少市民觉得垃圾分类有点难。

有人说，难在要彻底改掉生活中的小习惯，比
如饭桌上抹过嘴的餐巾纸，一不小心就混到了厨余
垃圾中；有人说，难在如何做到精准分类，比如弄不
懂落花、枯叶算其他垃圾还是厨余垃圾；有人说，难
在如何持之以恒，比如兴师动众在家里放了三个垃
圾桶，刚开始兴致勃勃，时间久了，常常是“随手一
丢”……这些，都需要巧方法。

除了养成良好的分类习惯，我们可否在垃圾源
头减量上下功夫？可否通过市场倒逼的方式来实
现，比如多制造垃圾，就要多收费，分类做得好、减量
到位，就有激励……这些，都需要动脑筋。

读者朋友，您在日常垃圾分类中遇到过怎样的
难题，又是如何想办法克服、解决的？您有什么能
够实现精准、长效分类的好办法？都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跟我们联系，提出您的建议或想法，分享您的
智慧和妙招。

联系方式如下：
宁波晚报微博：
http：//weibo.com/nbwb0574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搜索“宁波晚报”，回复

“垃圾分类”获取留言页面，在本页面中写下您想说
的建议或妙招

宁波晚报热线：0574-87777777

“不容易”“需要坚持”“得从心底改变、从习惯
上养成”……这是记者走访全市6户家庭时听到最
多的。记者发现，虽然垃圾分类早已深入大家的内
心，但大家感慨最多的还是：难，但要坚持。

“我感觉垃圾分类的氛围正越来越浓。”女儿在
江东实验小学读二年级的曹先生告诉记者，大约从
两年前就开始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均单独放在可降
解的垃圾袋中并投放至厨余垃圾桶，“分类起来还
是挺方便的。这一段时间，女儿学校也发起了相关
活动，她每天回家都要监督我们。”

说起垃圾分类，家住彩虹社区的郭女士则略感
无奈。她说，家里放了三个垃圾桶，分别用来放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以及小孙子换下的尿不湿。家里
四个大人基本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分类的习惯
尚未彻底养成，“特别是吃完饭，用过的纸巾和吃剩
的骨头往往被收进同一个垃圾桶。有时下楼倒垃
圾，拎三个袋子不方便，就塞进一个大袋子里一起
丢掉了。”

“小区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好几年了，每户都发

了垃圾袋和垃圾桶。”住在青林湾小区的小王一家
五口、三代同堂，因为家里每天要做饭，产生的垃圾
自然会多一些，“要一一分拣，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小王举了个例子，当日中午母亲烧了虾、可乐鸡翅、
莴笋炒肉等，削下来的土豆皮、莴笋皮自然就丢进
了厨余垃圾桶，但喝光可乐后的可乐瓶、擦过手的
纸巾也习惯性地扔进去了。“事情一多就全忘了。”
小王惭愧地说，最后，她还是拎起垃圾桶，重新分
拣。

在鄞州区五乡镇涵玉村郑家桥自然村，记者看
到，村里的道路非常干净，几乎看不到垃圾。村里的
公厕边就是一个垃圾投放点，放置了不少绿色和黄
色的垃圾桶。“以前村里谁家有垃圾找个沟就倒了，
现在陈年垃圾都清理掉了，还有专门的保洁员每天
打扫，环境好多了。”村民胡女士说。不过她也向记
者坦言，“垃圾分类难的是坚持，我有时候贪图方便，
随手把家里的垃圾都放到一个垃圾袋里扔掉了事，
以后一定要慢慢做起来，我们的环境才会越来越
好。” 记者 房伟 樊莹 朱琳 石承承 滕华 林伟

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虽然在一些居民小区、
部分街道和公共场所等，四色垃圾桶已很齐备，但
掀开桶盖仔细看，还是可以发现在实际投放中仍存
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分类投放不到位。

在鑫隆花园小区，记者看到，一个红色的有害
垃圾桶桶盖上，有人用笔写了“不要扔生活垃圾”的
提示，但桶中仍然有一袋垃圾装着废纸、废塑料
瓶。在龙湖名景台小区大门外，集中堆放的7个绿
色厨余垃圾桶内，不少垃圾混在一起等着清运。

在丹凤小区，记者翻看了一个黑色的其他垃圾
桶，里面有废纸巾、废塑料袋、尘土等，还算分类准
确，但打开另一个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里面却放满
了报纸、落叶和泡沫盒等。

在位于五乡镇的东大道壹号小区，记者发现地
下车库的个别垃圾投放点仅放置了一个垃圾桶，一
些居民就把垃圾都往这个桶里扔，不管是腐烂垃圾
还是不可腐烂垃圾。

在街头等公共场所的垃圾桶中，垃圾没有投放
正确的也不鲜见。记者多次看到，辛苦的环卫工人
只能挨个检查并重新分类。

记者在东渡路走访时，特意在一个垃圾桶前等
待了10分钟，其间共有8人投放垃圾，能准确分类
投放的接近半数。记者注意到，儿童对于垃圾桶身
上的标识更感兴趣，都会认真核对再对口投放。

在府桥街，尽管垃圾桶外侧有图示，但有些市民
还是将瓜果皮、烤串签子等扔进蓝色的可回收物桶。

商圈、商场人流汹涌，一般都集中了不少餐饮
店，会产生较多的厨余垃圾。这些地方的垃圾分类
工作做得怎样呢？记者走访了1844广场、月湖盛
园、东鼓道、万科1902广场、东部新城银泰城等5家
商圈（商场）。

3月18日晚，记者来到东部新城银泰城，发现
每一楼层的扶梯旁边或直梯口，都摆放有装“其他
垃圾”的小型垃圾桶。记者随机在4楼找到了一家
名叫“三不牛腩”的餐厅，征得同意后进入后厨查
看。

记者发现，后厨有一个垃圾桶专门放各种残羹
剩渣，一个垃圾桶专门放原材料外包装，一个黑色
塑料袋里则装满了空矿泉水瓶、可乐罐等。该店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会对这些垃圾做相应处
理，“像矿泉水瓶等会当作可回收物卖掉。”

在东鼓道地下商业街，记者发现带有正确分类

标识的垃圾桶分布密集，主要是可回收物和其他垃
圾。一家餐馆外，一名正在打扫卫生的保洁人员告
诉记者，商业街早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仍有部
分商家没做好，有时将盛有汤汁剩菜的外包装盒一
起丢进垃圾桶，“我们发现后，只能再做简单分拣。”

但在月湖盛园，记者发现，这里在用的还是传
统的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乍一看较难
区分。1844广场的垃圾桶从外观上看很有特色，印
有“塑胶”和“金属”字样，不过记者从该广场商业管
理中心了解到，实际上这里的垃圾桶还是只分为传
统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

记者还注意到，1844广场别出心裁地在教育博
物馆附近配备了一台“黑科技”垃圾回收箱，垃圾被
正确投放回收后，市民可通过支付宝“赚零花钱”，
吸引了一些市民驻足。

可圈可点 人流汹涌的商圈商场也有亮点

不尽如人意 垃圾桶内，不正确的投放还有不少

久久为功 垃圾分类已深入人心，仍需持之以恒

喜忧参半
街头、园区垃圾桶配置参差不齐

如果说，走在各个干净的居民小区，我们还能为垃圾分类工
作感到一丝欣喜的话，走到街头、企业园区等公共场所，则难免喜
忧参半。在记者走访的10条街道、4个园区（写字楼）中，符合“四
分法”的垃圾桶配置明显不够到位。

记者在镇海区兴庄路、明海大道，鄞州区大步街、下应北路、
紫城路，海曙区府桥街、东渡路等多条街道上走访时，发现超过半
数的垃圾桶已经分类正确，即分成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还有
为数不少的垃圾桶仍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各条街道上垃圾桶的形状、新旧、颜色五花八门，既有蓝色和
黑色的，也有同为蓝色或同为青色的，若不仔细阅读桶上的文字，
较难区分。甚至有把其他垃圾桶标注成红色的。

在企业园区等处，记者看到的情况更加不理想。在与清泉花
园仅一街之隔的宁波市大学科技园，垃圾分类的“新风”似乎还没
有吹到。园区内20余个露天的垃圾桶中，绝大部分没有明显的
分类标识，剩余的也是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3月16
日中午，一个小伙子走出一间办公楼，看也不看，就将一桶明显混
着餐巾纸、饮料瓶等的垃圾直接倒进了垃圾桶。

在鄞州区清华宁波科创园内，记者看到写字楼一楼大厅单独
放置了一个未分类的小型垃圾桶，楼内每隔两三层在货梯前摆放
一个垃圾桶，颜色五花八门，也未标注具体分类，外卖餐盒、食物
残渣、办公垃圾都混乱地投放在里面。

而在海曙区恒泰大厦，记者看到一些楼层在楼梯间摆放了黑
色的其他垃圾桶，但不少办公室前仍是未分类的垃圾桶。

实力点赞
13个小区中12个备齐四色垃圾桶

3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镇海区兴庄路社区的清泉花园走
访。该小区有1780多户居民，是庄市街道最早的大型居民小区
之一。记者看到，小区各处均匀摆放着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和黑色
的其他垃圾桶，每个垃圾桶背后都竖着鲜明的指示牌，用图文清
晰标明什么是厨余垃圾、什么是其他垃圾。

在人流量最大的北入口处，一眼就可看到蓝色的可回收物桶
和红色的有害垃圾桶。10多个旧衣服回收箱均匀分布在小区各
处，小区的最南边还特意设置了建筑垃圾、大件木质垃圾和绿化
垃圾临时堆放处。

3月17日，记者先后来到鄞州区丹凤新村、白鹤新村等老小
区，发现虽然小区已经不新了，但垃圾分类工作做得一点不比新
小区弱。绿、黑两色垃圾桶随处可见，红、蓝两色桶的数量虽然较
少，但也能很容易找到。记者同时注意到，小区里的宣传海报、标
语还有很多，图文并茂地告诉大家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海曙区青林湾小区是宁波目前最大的住宅小区之一。记者3
月18日走访该小区时发现，这里不仅垃圾桶齐全，垃圾分类的信
息公示、宣传推广也做得很到位。从东门一进小区就能看到公示
牌，上面有垃圾分类信息公示栏、垃圾房垃圾桶点位分布图、四色
垃圾桶如何区分等内容，让居民一目了然。特别是信息公示栏，
列出了每天收运垃圾的种类及对应时间、收运责任人、联系电话
等。居民有任何疑问，还可拨打公示栏中的海曙区分类办监督投
诉电话。

记者此次一共走访了鄞州区、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等13个
小区以及1个自然村，除了鄞州区五乡镇因去年6月才试点垃圾
分类，垃圾只分为不可腐烂垃圾和易腐烂垃圾之外，有12个小区
已备齐四色垃圾桶。

“把垃圾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扔到能遇到的任
意一个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
系了。”大多数人都曾这样做、这么想，从没留意身
边的垃圾去了哪里，潜意识里“这是环卫工人的
事”。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
有的垃圾都得到了有效处理，即使心存疑虑，也鲜
有愧疚。

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所有的人：事实并非如
此！2018年全市生活垃圾平均每日产生11041吨，
末端处理的压力越来越大，“垃圾围城”正悄然逼近。

如果不是这次沉下去广泛观察这些细节，我们
的感受可能还停留在臆想中，关注还只浮在表面
上。

通过走访调查和事后交流，记者们普遍感觉，
经过多年的试点实践，实施垃圾分类的“硬件”已初
见成效，垃圾分类的理念也已初步入心入脑，但这
或许也意味着垃圾分类工作中最容易做的阶段快
要过去，即将进入最难的爬坡过坎阶段——落实到
每家每户、每人每次的行动上了。

垃圾分类虽然有千难万难，但最难改的是认
知，最难做的是自觉。

在采访中，有市民说，街头只有可回收垃圾桶和
其他垃圾桶，那路上吃剩的早餐怎么扔？有市民说，
垃圾分得那么细，家里的垃圾桶要添加多少个啊？
还有市民说，垃圾分得太细，搞不清、记不牢怎么办？

其实，这些是问题也不是问题，特别是在更新
你的常识、变换你的角度乃至修正你的行为之后。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对自己产生的垃圾、对我
们共同生活的城市负责，这不能只是环卫工人的职
责；扔垃圾也不是想扔就随时随地扔的，我们应该慢
慢养成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习惯，吃不完的食物，暂
时揣在身边吧，直至遇到绿色的垃圾桶；家庭里的垃
圾桶不是数量不够，只是定位分工不明确……

每天、每人、每次都改变一点点，就像这座文明
城市曾经力推斑马线礼让行人一样，相信垃圾分类
一定会成为甬城人民的新时尚。 记者 房伟

记者手记

垃圾分类或迎来
最难“决战时刻”

垃圾分类
宁波走到哪一步了?
我们走访了48个地点
有惊喜——九成多小区备齐四色垃圾桶
有遗憾——街头垃圾桶配置让人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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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朋友将枯萎的花朵准确地投入了厨余垃圾桶。 记者 滕华 摄

记者在小区走访时，垃圾分类提示牌随处可见。 记者 房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