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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混投要被罚！
鼓楼已立案查处9起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翔 顾东
栋）“垃圾桶的外表要时常清洗，保持干净。”

“特别注意，不要让行人丢其他垃圾进去。”日
前，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鼓楼中队对鼓楼
步行街名为“桃笺”的餐饮单位进行立案查
处，原因是垃圾混投。

同样的违法行为还发生在和义路上的
“鸟八”日式烧烤店。该餐饮单位在被中队查
到垃圾混投后，未及时整改。中队对该行为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罚款770元。

“鼓楼是海曙区的门面，地处市中心，这
里的餐饮单位尤其是小店铺密集，仅鼓楼步
行街范围内就有近百家。”海曙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鼓楼中队副中队长胡国忠说，为了城市
形象和人居环境，中队借助全区开展的餐厨
垃圾攻坚专项整治，对私收、私运、变相买卖、
随意倾倒、非法收运餐厨垃圾，擅自处置餐厨
垃圾、混杂生活垃圾、废弃食用油脂收运不规
范等违法行为，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整治开展以来，鼓楼中队已立案查处9起
餐厨垃圾混投行为。

作为中心城区的街道，除执法保障，鼓楼
中队还着重从源头促进生活垃圾有序分类、
精准分类，提升中心城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此外，工作人员还对居民分类明晰、投放规范
的行为，进行点赞和鼓励，对分类不标准的进
行教育、宣传和指导，并记下其具体住址，告
诫对方如果下次再有垃圾混投行为，城管部
门将予以严格处罚。工作人员还挨家挨户上
门指导和巡查宣传。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不仅要靠居民自觉，
还离不开日常的督导和执法。”鼓楼城管中队
副中队长胡国忠说，今后，对于小区居民生活
垃圾混投行为，执法队员将在教育宣传的基础
上加大处罚力度，在推进生活垃圾精准分类工
作上给予有力的执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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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场提问
有三成居民答错

“您是否了解生活垃圾的分类方式？”这一
题，有44%的居民选择“非常了解”，40%的居民
选择“比较了解”。但记者在实地入户调查中看
到，家里的垃圾混投现象依旧非常普遍，很多居
民对日常生活垃圾分类一知半解，记者在现场进
行问题测试，有三成居民答错了。

“垃圾分类我一直在做，但做不好。年纪大
了，记性不好，垃圾种类分不太清楚。”已经退休
的张兰英很支持小区垃圾分类工作，但她有些力
不从心，经常分错垃圾。幸好家里有一个即将上
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在一旁督导。“我经常把用过
的餐巾纸和剩菜剩饭混一起扔了，我孙女看到后
就会指出错误。”

在居民沈女士家中，记者看到厨房的厨余垃
圾桶里混有使用过的纸巾，当记者指出使用过的
纸巾属于其他垃圾时，沈阿姨这才恍然大悟：“原
来我一直都分错了，以后我要在厨房墙上贴一张
垃圾分类的示意图，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骨头、过期药品、
灯泡等物品是居民经常会分错的垃圾。

“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等10月1日强制执
行了再慢慢学。”居民何先生的回答，相当“佛系”。

半数居民认为
“宣传力度不够”

“您认为，垃圾分类还存在哪些问题？”有
38%的居民认为“公众环保意识不强”，有52%的
居民认为“宣传力度不够”。

老家在安徽的孔先生直言，现在垃圾分类的
宣传力度远远不够，“很多人的环保意识不强，总
觉得垃圾分类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不愿
意去做。”

“政府部门应该多拍一些小视频，在小区的
电梯里滚动宣传，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他
认为，针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应该多用图片和小
视频这种大家更能接受的传播方式，去解答市民
心中的疑问。“大家关心的是，宁波一天产生那么
多垃圾，这些垃圾到底去哪里了？我们前端在分
类，后端有没有分类，到底是怎么分的？如果垃圾
不分类会怎么样？”

唐先生是一位老教师，他说垃圾分类意识需
要慢慢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别说是垃圾分
类，有些居民连垃圾不要乱丢都做不到。有小区
居民天天把药渣倒在小区门口，说了几次还是我
行我素。以后垃圾分类强制执行，要罚款，分类效
果肯定会好起来。”

记者给塞纳丽景小区居民做了份问卷调查

“一老一少”
成垃圾分类拥护者
半数居民认为宣传力度不够

今天，“小区垃圾分类变形记”继续聚焦江北的塞纳丽景
小区。在江北孔浦街道，这个小区的硬件条件算不错，但在垃
圾分类上，却有些“拖后腿”。

连着两天，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发放了50份有关垃
圾分类的调查问卷。从调查结果看，有52%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

“宣传力度不够”，有38%的居民选择“公众环保意识不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老一少”成了垃圾分类的最大拥

护者。“00后”有热情，易于接受新事物；“40后”“50后”因为有
时间有精力，更愿意实践垃圾分类。

□记者 薛曹盛 郑凯侠 文/摄 实习生 岑婷婷

“一老一少”最关注垃圾分类
参与调查问卷的居民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

有6人，年龄在18—30岁的有3人，年龄在30—
60岁（含）的有26人，60岁以上的居民有15人。

在调查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一老
一少”是最关注垃圾分类的两个群体，如何提
高中青年的参与度成了一大难题。

李松泽就读于江北第二实验小学，虽然年
纪不大，但一说起垃圾分类却是滔滔不绝。“垃
圾分类一共有四种颜色，分别是绿、蓝、红、黑。
绿桶是厨余垃圾，专门放剩饭剩菜等垃圾；蓝桶
是放可回收物的，比如塑料瓶、易拉罐、废纸；黑
桶是放其他垃圾，塑料袋、塑料包装盒等都属于
其他垃圾；红桶是放有害垃圾。”李松泽一口气
介绍完了四色垃圾桶所对应的垃圾种类，既准
确又详细。

“那你知道擦过嘴的餐巾纸是属于什么垃圾
吗？”记者故意抛出一个难题。

“用过的餐巾纸属于其他垃圾，不能和厨余
垃圾混放。”李松泽脱口而出。

“在我们家，我儿子就是垃圾分类督导员，他
知道的比我多，每次我扔错垃圾，他就会及时纠
正。”李松泽父亲坦言，在垃圾分类上，孩子做的
确实比大人好。

参与调查的市民中，最年长的是今年86岁
的邬老先生，在该小区住了 12年。“日常的垃
圾，我们基本上都能区分。”邬先生指着家里厚
厚一叠报纸说，平日里，他经常看报纸，垃圾分
类的常识都是从报纸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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