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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市民分不清
小朋友现场普及知识

检查完居民的垃圾，小记者们还做了一份有
关垃圾分类的《调查问卷》。细心的徐女士还给女
儿打印了几份，一人提问，一人负责填写。

调查问卷有6题，除了一道简单题，其余都
是选择题。

你知道《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今
年10月1日施行吗？8名居民都选择了“知道”。
您自己家里是否做到了垃圾分类，大家不约而同
选择了“是”。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大家进行垃圾分类
（多选）？

有人选择“宣传力度不够”，有人选择“设施
不完善、分类麻烦”，其中有6人选择“觉得就算
自己分类，到回收时还是混合在一起”，这项答案
作为集中。

在“垃圾分为哪几类（多选）”一题中，多数
市民都能准确说出宁波的垃圾四分类。但有一
位市民直接说出 9种垃圾，分别是“可回收垃
圾”“无害垃圾”“其他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金属垃圾”“厨余垃圾”“一次性垃
圾”和“有毒垃圾”。

一听这答案，小伙伴们忙着现场普及垃圾分
类小知识。

“宁波的垃圾分类就分四种，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谢谢您的配合！”每次市民做完调查问卷，
懂事的小朋友还会鞠躬道谢，可以说相当专业。

徐女士说，对这次活动，三位小朋友们的积
极性都非常高，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重
新梳理垃圾分类知识。“虽然只有短短1小时的
活动，但她们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
且会自觉践行，主动监督，真正把垃圾分类变成
一种自觉行动。”

从垃圾分类金点子到小区调查,他们的专业让大人汗颜

三年级小记者写了1500字的报告
本月起，《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大型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百路小记者垃圾分类社区

行”同步进行。
除了“大手牵小手”——大记者和小记者手拉手前往公共场所开展垃圾分类的督导和调查外，10 月 1 日—8 日，

100名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在自己居住的社区进行现场采访、拍摄、调研并形成报告上传到甬恋APP。
小记者们采访调查的情况如何，自己小区有没有垃圾分类的金点子，小区居民分得准不准确呢？记者昨天随机采

访了几位小朋友，来看看他们的调查报告吧。

三年级小记者写了篇1500字的报告
头一天刚参加了“百路小记者垃圾分类

社区行——东鼓道站”的刘南希，第二天自个
儿单独行动，观察了自己家小区的垃圾分类，
并撰写了一篇1500字的报告。

从小区垃圾分类观察、金点子到建议，集
士港中心小学三年级小朋友写出的这份报
告，让记者看了直呼“专业”。

刘南希住在集士港明馨社区的领秀熙
城，这个小区为了规范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
实行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除了设置垃圾分类桶外，最值得一提的
是，小区里还专门设有垃圾站，保洁工人每天
会把小区内的全部垃圾再细心地进行二次分
类整理，确保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刘南希说，
为了减少保洁工人的工作量，自己在家里就
做到分类准确，很有必要。

刘南希也想了好几个垃圾分类的金点
子，包括少点外卖，减少垃圾；外出购物自带
购物袋等等，“每天晚上，我会把吃不完的剩
菜剩饭给小区的流浪猫吃，让流浪猫解决厨
余垃圾，一举两得。”刘南希说。

10月4日晚上六点多钟，刘南希在小区

垃圾桶旁观察了半个小时。
“大家的分类意识很强的，都知道分开投

放，但是6个人，只有两人分类准确。”刘南希
说，一个老奶奶把香蕉皮当成了其他垃圾，还
有一位阿姨把珍珠奶茶直接放在厨余垃圾桶
里。

“我告诉阿姨珍珠奶茶怎么分类，阿姨听
完笑了笑说，‘好复杂啊，以后少喝奶茶，既减
肥，还少生产垃圾。’”刘南希说。

胡子聪在望春小学读五年级，是班上的
劳动委员，平常在学校负责垃圾分类。

这次错过了“百路小记者垃圾分类社区行
——东鼓道站”的集体活动，他在高桥镇的君
和院小区搞了个调查，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和妈妈，在小区里做随机调查，问了
小朋友、叔叔阿姨和爷爷奶奶，知道怎么分
的人不多。有一位老奶奶让人印象深刻，她
说以前吃晚饭，餐桌上的全都清理到一个垃
圾桶里，现在她会把餐巾纸挑出来，放到客
厅的垃圾桶。”胡子聪说，在做调查前，他听
了爸爸妈妈的建议，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年龄
段展开调查。

小朋友相当专业 一边检查一边填写表格
昨天，家住镇海天宝小区的三位10岁小

朋友自行搭档，在小区里当了回垃圾分类督
导员，而家长则在后面全程跟拍，记录下孩子
们最认真的模样。

今年10岁的程熙然、张馨予和戴金金都
是来自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的同班同
学。昨天15点左右，她们就下楼“开工”了。三
个小家伙各有分工，一个负责采访，一个负责
记录，一个则填写调查问卷。

她们在小区的垃圾集中投放点转了一
圈，翻看垃圾桶。程熙然发现，大多数垃圾都
投放准确，在个别其他垃圾桶里，她看到了有
树叶。“树叶应该属于厨余垃圾，这个分得不
准确。”

说完，同学就在一旁认真记录下来。
因为不在垃圾投放的高峰时段，半小时

内，只有4个居民来扔垃圾。每次来一个居民，

大家就争先恐后上去，检查他们的垃圾袋。
一位阿姨拎着一袋厨余垃圾走过来，看

着小朋友的架势，她还有些不明所以。
“我们是宁波晚报小记者，今天是来检查

垃圾分类的。”
说着，两个小家伙开始就地开袋检查。但

阿姨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到位，没有垃圾混投
现象。

昨天下午，程熙然的母亲徐女士还给
记者传来了《“垃圾分类社区行”统计表》，
上面详细记录了投放时间、投放垃圾以及
得分情况。

比如 3:45，一位市民将果皮和剩饭丢
进了“厨余垃圾”，分类正确。记者在表格里
看到，4 位居民中，有 3 位垃圾分类完全正
确，有 1位分得不够准确，把塑料包装丢进
了厨余垃圾。

□记者 王冬晓 薛曹盛 文/摄

小记者们在小区对市民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