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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高龄的邬师傅住在塞纳丽景小区12年
了，夫妻俩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老人专门把废
电池、旧灯泡等放入客厅茶几的盒子里。“这是有害
垃圾，我们单独收起来，再一起丢掉。”

他说，宁波很多小区都有垃圾分类劝导员，高峰
期在桶边督导。“小区的楼道长应该行动起来，每天要
有人监督，慢慢地，大家的垃圾分类习惯就养成了。”

73岁的温老先生则直言，自己小区的垃圾分类
做得远远不够。

“现在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垃圾分类，习总书记都
说了，垃圾分类是新时尚，我们老年人不能拖后腿。”
温先生说，为了做好垃圾分类，家里增加了好几个垃
圾桶，厨余垃圾归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归其他垃圾，
像废旧电池这样的有害垃圾都是专门收集起来的。

为什么塞纳丽景小区的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
温先生认为，小区在这方面的宣传氛围还不够浓厚。

“需要用心去做，每家每户都要宣传，要形成风气。”
温先生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住在广东，有很多

朋友来自香港。“广东甘蔗很多，香港的小朋友每次
吃甘蔗时都会先想好吃完了丢哪里，绝不会一边吃
一边丢，习惯非常好。”现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做
垃圾分类，同样需要从小培养，全员参与。

温先生也建议，做好垃圾分类，需要加强桶边督
导。“应该有相应的奖惩机制，比如引入积分制，做得
好有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生活用品，这样大家的积
极性就高了。”温先生自告奋勇说，自己是党龄50多
年的老党员，他愿意为小区出一份力，当垃圾分类劝
导员。

建议型：
最好有奖罚制度，设桶边督导员

8 月 7 日，宁波都市报系推出垃圾分类“小区变形
记”。第一站，我们聚焦江北的塞纳丽景小区。

从记者前期的暗访情况来看，该小区的垃圾混投
现象相当普遍。垃圾混投根源何在？日常生活中，小
区居民是否养成了垃圾分类习惯？对垃圾分类，他们
到底怎么看？8 月 20 日上午，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一
起走进小区居民家里，进行入户调查，发现对垃圾分
类，居民各有各的想法。

垃圾分类“小区变形记”继续征集
中，接下来，我们将在海曙和鄞州寻找有
待改进的小区。欢迎市民来爆料，一起见
证小区的改变。

当然，我们也欢迎企事业单位加入
我们的“变形记”计划，成为助力企业，和
我们一起助力宁波的垃圾分类工作，让
垃圾分类真正成为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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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塞纳丽景小区入户调查，有居民直言：

“我们分类，保洁员混投，岂非做无用功？”
记者走进塞纳丽景小区入户调查记者走进塞纳丽景小区入户调查，，有居民直言有居民直言：：

““我们分类我们分类，，保洁员混投保洁员混投，，岂非做无用功岂非做无用功？？””

邬师傅专门将废电池邬师傅专门将废电池、、旧灯泡等放在一起旧灯泡等放在一起。。

“我们分好类，清运又混在一起了”吐槽型：
在入户调查中，记者发现，每户居民家里的垃

圾桶确实多了，厨房放一个，客厅有一个，卧室还
有一个，但垃圾混投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厨余垃
圾桶中，最常见的就是餐巾纸；而在其他垃圾桶
中，时而能见到葡萄皮。

走进刘先生的家，他直言，家里并没有实行垃
圾分类。“哪个垃圾桶空着，我就扔哪个垃圾桶。不

是我不想做，而是分了白分，他们清运又混在一起
了。”

说起清运的事，刘先生还有些愤愤不平。有一
次，他看到小区保洁员直接将厨余垃圾倒入其他
垃圾桶，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分类了。“我们分得
好好的，结果他们这样一股脑儿混在一起，那我们
不是做无用功吗？”

懵懂型：分不清楚哪些算厨余垃圾，难免会混投

乌女士是塞纳丽景小区的老住户，几年前就
开始在家里实行垃圾分类。记者在她家里看到，客
厅、厨房、餐厅、卫生间等每一个区域都放置了一
个垃圾桶，可降解垃圾袋专门用来装厨余垃圾，硬
纸板、易拉罐等可回收物则单独放在另一处角落。

“垃圾分类我们家一直都在做，厨房里专门放
了一个垃圾桶，投放菜叶菜梗、螃蟹壳等厨余垃
圾，客厅里的垃圾桶就放一些食品包装袋、塑料盒
什么的。”乌女士一边介绍着，一边带记者查看各
个垃圾桶在家里的放置点位。当时正值饭点，乌阿
姨的丈夫正在厨房里忙着烧饭做菜。记者走进厨
房，发现她家的厨余垃圾分类并不准确，买菜用的
塑料袋、装螃蟹的网袋、餐巾纸等都混在其中。

“这个是我们大意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乌女士说，自己和家人对厨余垃圾的种类并不是
特别清楚，难免存在厨余垃圾混放的情况。

另一户住户刘女士家里也有厨余垃圾混放的
现象。她说，分不清楚哪些算厨余垃圾。

“实话实说，垃圾分类我家里有时候在做，但
有时候嫌麻烦就没有做。”刘女士说，她在网络上
曾看到一个段子：家里吃一次小龙虾，虾壳、虾头
等属于不同的垃圾，吃饭10分钟，分类半小时，这
实在是太麻烦了。

“没有那么复杂，宁波的垃圾分类要简单一
些。”听记者一解释，她才恍然大悟。

来自安徽的73岁耿女士帮女儿照顾外孙，对
于垃圾分类，她有些一知半解，“女儿说过了，厨房
里的垃圾都放绿桶，其他垃圾就放在黑桶里，其他
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问她：“过期药品属于什么垃圾？”
老人一脸迷茫，“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老家都

没分类，我慢慢学，慢慢改。”

大意型：见记者上门，赶紧从厨余桶拣出其他垃圾

记者进门的时候，47岁的周女士穿着围裙正
在做中饭。听说记者和社区工作者入户检查垃圾
分类，她赶紧从厨余垃圾桶里面翻垃圾。“我就先
放在这里，倒垃圾的时候一般会拣出来的。”周女
士忙着解释，有些不好意思。记者看到，她拣出来
的酱油袋等属于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我们家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早就分开了，但分得还不到位，常

见的垃圾到底属于哪一类，我们自己也没搞清
楚。”周女士说，宁波10月份就强制实行垃圾分类
了，到时候需要恶补下相关知识。

在周女士的客厅，记者看到一张各类垃圾的
分类图示，上面详细列着各类常见垃圾的分类，并
有相应的图示。周女士说，这是前阵子社区工作人
员宣传垃圾分类时发放的。“这个很管用的，下次
扔垃圾前要先看一看属于哪一类再去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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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薛曹盛 郑凯侠 实习生 岑婷婷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