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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宁波最热的词是什么？垃圾分
类榜上有名。10月1日开始，宁波强制实行垃
圾分类，早在几个月前，很多小区陆续开始“撤
桶并点”，很多宁波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如何让垃圾分类变成一项“新时尚”？8月
7日开始，宁波都市报系启动垃圾分类“小区变
形记”系列报道，面向宁波中心城区发布“征集
令”，选择垃圾分类做得不够理想的小区进行
定点跟踪报道，邀请专家团为小区“把脉”，制
定个性化的“改造”计划，助推社区“变形”。8
月份以来，我们重点聚焦了江北塞纳丽景小
区、鄞州中兴小区和海曙生活新境小区三个小
区。这段时间，我们亲历这些小区的改变，很
多小区居民更是感同身受。

垃圾分类氛围越来越好
“我在中兴小区住了20多年，这次大扫除

的力度可谓前所未有，绿化带清理了，连楼道
堆放的杂物都没有了。最近，小区还张贴了红
黑榜，垃圾分类的氛围越来越好了。”中兴小区
的张先生时常给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他的所见
所闻。

就在10月下旬，垃圾分类“红黑榜”上墙
了。红榜上张贴的是一些垃圾分类表现突出
的居民志愿者和党员志愿者以及对小区环境
作出贡献的热心居民，而黑榜上则张贴着一些
不文明行为，比如乱扔垃圾、垃圾不分类等。

小区的优秀志愿者王瑞花榜上有名。刚
撤桶并点的时候，很多楼道门前都堆放着垃
圾。她就选择在早晚高峰做志愿服务，引导居

民把垃圾投放到固定点位，每天4个小时，坚
持了半个月。

有一次引导过程中，有个居民不愿配合，
一脸不耐烦。“别人都扔在地上，你多管闲事！”
她索性徒手拿起五六袋厨余垃圾，直接扔到了
固定的垃圾桶。见状，居民不好意思了。

“多亏了有王阿姨这样的热心人，看她每
天在楼下引导捡垃圾，大家都不好意思扔了。”
小区居民认为，“红黑榜”制度应该持续下去。

在塞纳丽景小区，“撤桶并点”工作实施以
来，虽然垃圾桶减少了，但居民的分类意识反
而提高了。在高峰期，时常能看到党员在桶边
督导，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

生活新境小区的垃圾房本周就要开建了，
届时小区的6个垃圾桶点位将全部撤销，小区
面貌将焕然一新。

请大家提供金点子
一路走来，小区“变形”动作不断。10月

30日上午，我们将组织“观察团”走进这三个
小区，进行验收。这些“观察团”中有来自这三
个小区的热心居民，有来自相应社区、街道的
基层干部，还有辖区内的代表委员。我们还特
别邀请了再生资源行业的专业人士，让他们对
小区提出一些专业意见。

现场，我们将就小区“撤桶并点”工作实施
情况、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小区垃圾分类氛围、
物业保洁机制和垃圾分类激励机制等五方面
对这些小区进行现场考评。比如，小区的垃圾
分类氛围，我们会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综
合评估。

这些“变形”成果如何持续？下一步还有
哪些提升空间？我们还将邀请“观察团”成员
参加座谈会，让大家出谋划策，提供一些金点
子，把垃圾分类持续进行下去。

记者 薛曹盛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文/摄）秋雨沥沥，秋风瑟瑟，并没有
浇灭孩子们参加少儿体育运动会的热情。10
月27日，宁波市首届全民运动会品牌体育活
动之一的第三届少儿体育运动会走进江北区
尚德学校海选，来自该校和新星缘幼儿园的
500多个家庭共计1000多人搭乘了这趟少
儿体育的快车。

当天上午举行的是幼儿段比赛，比赛时
间到了，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主持人简
短介绍之后，运动会在孩子们的期盼声中拉
开了序幕。为了让孩子们感受这场特殊体育
盛会的氛围，新星缘幼儿园精心安排了升国
旗、家长代表发言、小朋友代表宣誓等仪式，
同时也编排了精彩的少儿节目表演和亲子互
动表演。随后举行的垃圾分类比赛，气氛格
外活跃，为了取得好成绩，孩子们干脆扔掉妈
妈递过来的雨伞，淋着雨专注地比赛。在场
好多家长表示，天一早就下雨，大人有点想打
退堂鼓，可孩子坚持要来参加。自己想想，能
在这样的雨天，陪着孩子参加这样一场体育
与文明并行的运动会格外有意义，这不仅是
一次快乐的亲子运动体验，也是和孩子一起
学习垃圾分类的好机会。

下午，雨依旧下着，孩子和家长们一致提
议，淋点雨也没有关系，继续比赛。随后举行
的比赛，最激烈的要数“分类大挑战”，相比大
人，孩子们绝对是分类能手，手里拿着特制的
沙包“垃圾”，指挥着爸爸妈妈举起对应的垃
圾桶。虽然孩子们不停地指挥着自己的爸
妈，但还是有爸爸妈妈拿错桶，影响了成绩。

“叫你学学，你却不当回事。”听着孩子的抱
怨，拿错桶的家长一个劲地向孩子道歉。雨
越下越大，现场气氛却越来越浓。

宁波市少儿体育运动会是宁波市体育局
主办的针对全市少儿的一项趣味体育活动，
今年的活动，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支持
下，将垃圾分类融入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
提高家庭对健身体育活动兴趣的同时，从小
培养孩子垃圾分类意识。

“记者同志你可以过来看看，我们镇也有一
计，这里有一套神奇的设备，我家产生的剩菜剩
饭等厨余垃圾丢进去后，可以变成有机肥料领
回家，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当肥料。”近日，记者接
到镇海澥浦镇汇源社区居民杜志芬打来的热线
电话，略显神秘地向记者提供了“一计”。

社区居民免费领到有机肥料
10月 27日下午，记者前往澥浦一探究

竟。“这些有机化肥都是家里的厨余垃圾变成
的，我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花草草，有三角梅、
昙花、海棠花等，以前隔三差五问家里种田的
邻居要一些化肥，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可以从
镇里的垃圾站免费领取有机肥了，又环保又好
用。”杜志芬说，当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她有机肥
是由厨余垃圾处理形成的，自己还有些不太相
信。

此外，在汇源社区里记者发现有一片约
40平方米的“桶宝宝爱心花圃”，此时格桑花、
百日菊等花卉开得格外鲜艳，这个花圃的肥料
也都是用厨余垃圾处理而成的有机化肥。花
圃围栏上贴有垃圾分类小知识、厨余垃圾处理
流程等宣传板，居民不仅可以赏花，还能学习
垃圾分类，该花圃也成了社区里垃圾分类宣教
的重要基地。在汇源社区里，大部分居民都领

到了变废为宝的有机肥料。

厨余垃圾如何变成有机肥料
随后，记者来到了澥浦镇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中心，在厨余垃圾工作区域有一台巨大的不
锈钢设备，这就是能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有
机垃圾生化处理器。

只见工作人员将收运来的一桶垃圾放在
升降机踏板上，按下按钮，垃圾桶就自动“坐电
梯”到机器顶部，翻转，投料到分拣平台，由工
人进行分拣，主要拣出塑料、玻璃等非降解
物。分拣完成后，运输带会将纯易腐垃圾运至
粉碎机进行粉碎、压榨、脱水。最后，垃圾被自
动传送到反应仓内进行微生物降解。

记者了解到，在反应仓里，有数十种不同
类型的微生物菌群，经过大约72小时的反应，
就能将90%的垃圾分解为液体，最终只剩下
10%左右的固体颗粒状残渣，而这就是可资源
化利用的有机肥原料。

据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反应可以产生约200斤有机
肥，而剩余90%的污水，会经过油水分离、污水
处理等装置处理后，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也
可以经加工后作为液肥或生化营养液使用。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戴旭光

有代表委员，有热心市民，还有专业人士

本报组织“观察团”明天进小区验收
五大考评项目，他们将逐条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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