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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南岸的波波城社区是我市数一数二的大型居民区，包括波波城
小区和浪琴海小区，常住人口超过8000人。2015年，浪琴海小区先试
点垃圾分类，成绩还不错，先后获得鄞州区和宁波市垃圾分类示范点
称号。2017年，波波城小区也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

“每个季度统计，我们派发给居民的垃圾袋数量和使用了的数量，两
者相差很大。这让我们疑惑，袋子都到哪里去了？”在居民说事交流会上，
社区书记刘亚光在介绍了两个小区垃圾分类基本情况后，提出了疑问。

对这个问题，在场的人都笑了。垃圾分类袋为何使用率偏低？答案很
简单，因为居民偷偷“藏”起来了。刘亚光开玩笑说，她每天在社区宣传垃圾
分类，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老母亲竟也是不舍得用垃圾分类袋的一员。
问她为什么？回答是：“质量那么好，不会破、不漏水，装厨余垃圾可惜了。”

“这样想的居民，不在少数。”领来的分类垃圾袋，一捆一捆屯在家
里，这个问题怎么破？刘亚光说，关键还得居民配合执行。她建议将责
任定点到家、定点到户，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多少，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
到了一定额度就可兑换超市卡等，调动积极性。

社区书记率先吐槽：
老母亲不舍得用垃圾分类袋

垃圾分类
难不难

鄞州波波城社区
开了一场“吐槽大会”

垃圾分类到底难不难，难在哪
里？如何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前
天下午，宁波晚报联合鄞州区波波
城社区举办了一场居民说事交流
会，居民代表和社区、物业、福明街
道、市市容环卫处的相关负责人坐
在一起，把垃圾分类这个问题“横
切”“竖切”，热闹地讨论了一番。

市容环卫：
宁波有望推行垃圾分类强制措施

居民、物业代表七嘴八舌聊下来，虽然说的内容不同，但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垃圾分类是好事，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市市容环卫处副处长李万青说：“经过多年宣传，居民对垃圾分类
有了自觉意识，不再说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他说，现在宁波的垃圾分类雏形已经显现，整体工作在全国46个
重点城市中排第三，分类投放、收集、清运等流程基本建立。

“以前一辆车拉走所有垃圾，现在有对应的垃圾车，如厨余垃圾有
专门的垃圾袋、垃圾桶以及处理厂；过期药品、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也
有专门处理的地方。”李万青说。

同时，李万青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垃圾分类最大的难题是“混
投混放”，有的居民抱怨家里分得再仔细，结果扔到小区垃圾桶又混在
了一起。

对于大家的困惑，李万青透露，下一步宁波有望推行垃圾分类强制
措施，通过考核等机制，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体系。

记者 滕华 樊莹 通讯员 刘洋

物业：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需全体业主支持

浪琴海是福明街道首批推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已有4年。
从刚开始业主一股脑儿地把垃圾丢在一个桶里，到后来大家有意

识地将垃圾分门别类，一袋袋地丢放，浪琴海小区物业代表深感要做好
分类工作离不开全体业主的共同支持。

在她看来，宣传也好、刷卡积分等奖励制度也好，根本目的是让大
家认识到，这样做是为了让小区的环境更加美好。

这一观点得到了波波城小区物业代表的赞同。波波城物业代表
说，现在小区在垃圾分类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小黄车”一批绿桶一批
黑桶分开收运，保安24小时跟踪监督，尽可能降低混运的情况，但这不
仅仅是物业公司的事，需要居民、社区等共同努力。

波波城小区
每天清运45大桶垃圾

菜叶、骨头、纸巾、外卖饭盒、电池、快递纸
箱……以前大家习惯把垃圾装进一个袋子里扔

掉，现在要区分成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观念扭转过
来不容易。
作为一个生活着近万人的大型居民小区，刘亚光说，

目前，浪琴海小区分类垃圾清理点有35个，波波城小区300
个。波波城小区每天清运45大桶垃圾，福明街道城管科和社区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居民混投混放仍是当前最大问题。
比如，筒骨这种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很多居民丢到了厨余垃圾

里；又如，擦了厨房、桌子油污的纸巾，有人总是很顺手地扔进了厨余垃
圾里，其实废纸巾属于其他垃圾。意识上的不到位，导致垃圾分类中出
现混投现象。

刘亚光说，为引导居民让垃圾分类走上正轨，社区加强了对清运工
的培训，让他们正确区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同时利用暑假寒假，举
办一些活动，吸引小区居民参与，带居民参观垃圾终端处理机构等。

“我留意了一下，我们小区做得还算好的，但混投混装现象还是有
的，有时泡沫、花瓶碎片甚至直接丢在垃圾桶外。”居民代表谢丽云是在
小区旁经商的店主，她说，沿街商家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并不好，马路边
的垃圾桶，往往是剩菜剩饭和其他垃圾都倒在一起，“是不是也要对商家
加强宣传？”

“我在家总会严格要求家人做到垃圾分类，但他们偶尔会埋怨，你看
看清运工在拉出去时是不是做到了分类，别让我们的工作都白费了。”居
民代表田禾说，每次她都会被这句话堵住。她建议，能不能让垃圾清运工
也和物业人员一样亮明身份，在小区楼道里张贴他们的承诺：一定做到严
格执行垃圾分类清运。“这样的承诺，对业主来说，也是一颗定心丸。”

“那天我拿了一根灯管，逛了整个小区才找到有害垃圾桶。”另一名
居民说，生活中的有害垃圾虽然少，社区也在南大门设了有害垃圾桶，但
还是希望能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垃圾分类难吗？我觉得很难。但大家可以从细节入手，养成良好
习惯。”居民陈秀霞说，她在家会把垃圾分类做得很细致，除了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分类外，还会把一些特殊物品留下来，认真打包好再扔到垃圾
桶里。比如，打碎的玻璃杯，怕扎到人，专门装到一个袋子里，上面贴小
纸条，提醒有碎玻璃请注意。“细心一些，每次丢垃圾前先想想它是哪一
类，就不会出现混投混放了。”她说。

居民代表：
清运工能否亮身份展承诺

“有一年我去新加坡旅游，入境前导游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带口香糖
进入，否则要罚款。起初，我们不以为然，心想不被发现就行了，但后来了
解相关法律后，所有人都自觉遵守规定了。”这场交流会上，居民代表有老
中青三代，其中有一张年轻的面孔，他是波波城小区居民裘翔，90后小伙。

他说，自己最早对垃圾分类有概念，源自上大学时看的一部纪录
片。里面有一段讲述日本对垃圾分类的条条框框，非常严谨，仅瓶瓶罐
罐就细分为25种，铝制的还是玻璃的、瓶口大小如何，都有详细规定。
这次观影，让裘翔很震撼，也让他第一次关注起垃圾分类来。

记者发现，年轻的裘翔是一个典型的“数据党”。为了参加这次交流
会，裘翔查阅了很多资料。比如，垃圾分类概念最早是德国人1972年提
出的，但现在全世界做得最好的还是日本；瑞典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去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

很多人会觉得垃圾乱丢了也没事，谁也不能处罚你。这个难点怎么
破？90后小伙说，没有法律的及时跟进，任何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执行
力可能大打折扣。如果能像酒驾入刑一样，让垃圾分类工作不仅仅停留
在宣教层面，而是严肃立法、严格执法，相信很快会约束大家的行为。

90后“数据党”小伙：
开展垃圾分类，法律要及时跟进

波波城社区居民说事交流会。 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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