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显变化 从10吨到600吨，是去年的60倍

智能回收柜“满仓”，是可回收垃圾多了，还是
因为清运司机不够多？

记者昨天在金色水岸小区采访时，刚好碰上
“搭把手”的清运司机程华军。

“我在手机上看到这里满仓，就过来回收一
批。”程华军干这一行已有半年了，一个人要负责
15个“智能柜”。“现在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越来越
高了，以前一天只需要回收一趟，现在一天要回收
三四趟，碰上网购活动，频率就更高了。”

“今天的量不算多，有一次单单一个网点一天
的量就有1000公斤，我来来回回拉了好几趟。”干
了半年左右，程华军摸到了一些规律。平日里最多
的就是废纸箱和饮料瓶。碰上换季，旧衣服特别多；
碰上打折季，快递纸箱一天要“满仓”好几次。而有

时候“满箱”是因为市民投放时没有折叠。
程华军一边接受记者采访，一边忙着从回收柜

里取出纸箱，很快就装了满满一袋，这些可回收物
将被运往姜山分拣中心。

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底，“搭把手”的总点位
有673个，已经覆盖宁波500余个小区。从数据来
看，试运行期间每月回收量是10吨，而现在每月的
回收量高达600吨。

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企划中心总
经理周坚波说，到今年年底，“搭把手”的点位将超
1500个。“在宁波，垃圾分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满仓现象确实越来越普遍了，这说明大家垃圾分类
意识越来越高了，现在我们每天的新增注册会员就
有1500个左右。”

垃圾分类已成
日本人的基本“生存技能”

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格”的日本，垃圾
分类回收实行多年，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
能”。日本各地垃圾分类回收大同小异，主要有三
大特点：一是定时定点，二是大件垃圾等需要预
约且付费，三是罚则严厉。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
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日本生活垃圾基本分四类

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要区分垃圾属于哪
类，首先需要对照垃圾分类图表。图表除了日语
版本，还有中、英、韩3个语种版本，可在区政府
领取，也可在政府网站查询。

生活垃圾基本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
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熟悉这些类别后，最实用
的办法就是做“减法”，即弄清哪些是不可燃垃
圾、资源和大件垃圾，剩下的几乎都可归为可燃
垃圾。

不可燃垃圾，顾名思义是不宜焚烧并粉碎的
垃圾，包括金属制品、玻璃制品、陶瓷器、干电池
等。吹风机等长宽高不足30厘米的小家电也属
于不可燃垃圾。这类垃圾不是经常有，因此回收
频率很低，通常一个月回收一次。

资源垃圾包括塑料瓶、报纸杂志、纸箱。在最
新的分类方法中，含水银的废旧灯管也被归类到
资源垃圾中。资源垃圾的回收频率通常每周回收
一次。

各种资源垃圾都需要分类装袋，清洗干净、
捆扎整齐，不能混在一起。塑料瓶盖和瓶身上的
包装纸通常要去掉归为可燃垃圾。化妆品瓶子等
则属于不可燃垃圾。

大件垃圾主要是边长超过 30厘米的家具
等。在日本，扔大件垃圾要提前向当地的大件垃
圾处理中心申请，且需要付费。比如，处理一个单
人沙发需要交800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6.4
元），而处理一个双人沙发则需要交2000日元。
在日本乱扔垃圾被称为“不法投弃”，将依法判处
5年以下刑罚，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如果是
企业法人非法投弃产业废弃物，最高可处以1亿
日元罚款。

垃圾分类不合理会被拒收

在日常生活中，可燃垃圾最为常见，包括沥
干水的厨余垃圾、纸、旧衣服、树枝树叶等，基本
上可以烧掉的垃圾都属于可燃垃圾。按规定，可
燃垃圾需要用透明或者半透明的袋子装好，通常
每周回收两次。

虽然可燃垃圾里有一些属于塑料、橡胶或
者皮革，例如皮鞋和皮包，但是它们难以像塑
料瓶那样被回收再利用，因此它们的最终去处
都是垃圾焚烧厂。基本上各地的可燃垃圾都是
就近焚烧处理，如东京都 23个区就有 21个垃
圾焚烧厂。

在日本，垃圾一般不是集中堆放而是分散
堆放路边，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家门口都没有
垃圾桶，而是用蓝色网将垃圾罩起来以防止乌
鸦啄食等。到时间垃圾回收车就会沿街逐一回
收垃圾。

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分类得不合理
或者投放的时间不对，可不予回收，或者贴上一
张有关分类方法的提示单，提醒业主正确分类垃
圾。如果谁家的垃圾分类不当而被拒收，是一件
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情节严重的“不法投弃”则可
能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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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提高，智能回收柜成了稀缺资源

“想扔一批饮料瓶，连着5天都满箱”
去年每月回收量10吨，现在高达600吨

“什么情况，怎么又满
仓了？”昨天上午，徐女士
准备将报纸放入智能回收
柜，一查却发现“满仓”，这
已经是她这周以来第三次
遭遇这样的尴尬。和徐女
士一样，越来越多的市民
发现，智能回收柜频频“满
仓”。

记者从宁波供销再生
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悉，
去年试运行期间，回收柜
每月回收量只有 10 吨，一
个清运司机一天只要跑一
趟。而现在，每月的回收量
高达 600 吨，一个清运司
机一天起码要跑三四趟。

“明明看到APP显示空箱，我们拎着一箱报纸去
投放，结果却碰上‘满箱’了。”这两天，家住皇冠花
园三期的徐女士为了投放一箱报纸，整整跑了三趟。

第一次，她和女儿一起拎着报纸和纸箱下楼，结
果却碰上“搭把手”的废纸张回收处于“满箱”状态；
第二次，她特意在APP上事先查询，确认可投放，结
果一下楼又“满箱”了；第三次投放，总算成功了。

徐女士抱怨，垃圾投放碰上“满箱”是常有的
事。“一般我们都是积攒了一段时间再投放，碰上满
箱就要再带回家，挺折腾的。”

就前两天，在小区业主群里，还有业主吐槽：
“为什么智能回收柜总是满箱，我想扔一批饮料
瓶，结果‘饮料瓶回收机’连着五天都是满的，怎
么回事？”

投放饮料瓶，连着五天遇“满箱”市民吐槽

昨天上午10点左右，记者来到鄞州金色水岸
小区，该小区门口“搭把手”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柜，
属于宁波首批投放的小区之一。

记者在智能柜上看到，有废纸张回收、废织物
回收、废塑料回收、废玻璃回收和饮料瓶回收五大
类。记者用手机扫码查询到，废纸张回收已处于“满
箱”状态。

小区居民张阿姨说，这段时间，来投放垃圾常
常碰壁。“现在，包裹快递太多了，一次促销，家里就
有十几个包裹，还要分两次来投放。”

今年3月26日，戎家社区万科惇叙里小区引进
“搭把手”智能回收柜，居民投放热情很高。昨天11
点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废纸张回收”和“塑料”
回收都处于“满箱”。

“这个废纸张的柜子，我十次来投放，七八次碰
上满箱。”小区居民蒋璐快人快语，见“满箱”，他打

算把纸箱带回家。
“以前纸箱都是直接丢掉的，现在有了这个智

能回收柜，不光环保，还能赚钱。比如，纸类是0.9
元/公斤，饮料瓶0.04元/个，现在我的‘资源币’已
经有47.6元了。现在能回收的东西都不舍得扔了，
都是攒起来集中投放。”蒋璐说。

来自“搭把手”公司数据显示，该小区智能回收
柜平均十天的垃圾量是织物531公斤，纸张2418
公斤，玻璃242公斤，塑料1041公斤，饮料瓶552
公斤，这其中纸张的量是最大的。

昨天19点，记者通过“搭把手回收”APP查询
到，宁波市政府附近的 12个网点都有 1—2个柜

“满箱”。其中最多的就是“纸张”，其次就是“塑料”。
比如，“宁波市政府”网点，纸张和塑料均“满箱”，

“新城第一幼儿园”网点，纸张和塑料均“满箱”，“星
河花园”网点，“纸张”和“塑料”均满箱。

“满箱”天天上演，投放最多的是纸张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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