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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牵大手串门入户
推动垃圾分类精准率

北仑新 街道启动
督导工作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陈红）“你好，你们
家垃圾分类了吗？我们能进来查看下厨房吗？”当几
个四五岁的孩子站在门外，仰着小脑袋奶声奶气地
说这话时，恐怕没人能拒绝。这两天，北仑新碶街道
东海明园小区的业主们还沉浸在这群“小可爱”带
来的欢乐里，半个月前撤桶并点后持续发酵的负面
情绪，也因为这个有趣新颖的入户督导模式开始有
所缓和。

100个亲子家庭参加
垃圾分类入户督导

记者昨天采访得知，这是街道妇联、垃圾分类办
推出的“串门宣传督导”项目，东海明园是第一个试点
小区。项目由百灵鸟公益联合会承接，主要通过“小手
拉大手”的方式进行垃圾分类精细化入户督导。

上周六上午，百灵鸟公益联合会的25名志愿
者与北仑区中心幼儿园的100个亲子家庭参加了
项目启动仪式。随后，亲子家庭分成25组，每组由
一名志愿者带队，身着统一的马甲，携带宣传册、小
礼品及环保袋，开始挨家挨户地宣传、督导。

别看孩子们年纪小，当起督导员来可是有模有
样，幼儿园里教过垃圾分类的要点，但此次入户前
他们还是在家进行了“岗前特训”。敲门有礼貌，入
户穿鞋套，检查要仔细，离开打招呼……认真督导
是一方面，有礼有节也很重要。

正式“上岗”那天，在业主允许，家长的鼓励下，
孩子们直奔厨房查看垃圾桶，秒变督导员的样子逗
乐了大家。“妈妈，我在厨房发现了其他垃圾！”在一
户业主家中，6岁的冬冬急急跑出厨房汇报“敌情”，
业主一听，有些不好意思，直言马上改正。

25支小分队
共走访306户家庭

现场，随行的志愿者更多充当“记录者”的角
色，记录每户垃圾分类的情况，并适时给予指导和
宣传。据悉，当天上午25支小分队共走访306户家
庭，其中分类质量优215户、良好42户、合格23户、
未分类24户、不配合2户。

“串门督导比桶边督导有优势，这是从根源上
提高垃圾分类的精准率。”胡亚佩负责街道垃圾分
类的统筹工作，同时也是百灵鸟公益联合会的领头
雁。之所以想到“小手拉大手”的点子，一方面是考
虑到这种模式更易被业主接纳，有趣可爱的同时，
也提高入户督导的有效性和深入性，另一方面垃圾
分类从娃娃抓起，孩子也需要实践的机会，再则家
长入户陪同也是一次学习。

“东海明园一直以来在每个楼层放置垃圾桶，
半个月前撤桶并点让业主很不适应，业主微信群里
整天都是负能量，这次终于听到正面的声音了，有
人留言说‘这样的督导比以往发宣传单的模式有意
义多了’。”采访中，胡亚佩告诉记者，第二次入户督
导将于本周六举行，未来将覆盖辖区内所有小区。

短短2个月，从摸索实践到小有所成，当
看到成绩后，高新区贵驷街道在垃圾分类工
作中并未停止思索。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回收模式目前只
能算是成功了一小步。“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

‘破烂王’单打独斗时代就存在的资源回收体
系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培养广大群众的自觉

‘细分’意识才是最关键的。”盛建锋坦言，其实
市民有时不妨也向“破烂王”学习分类知识，做

好了不光能变废为宝，也能让环境更美。
“大量的垃圾堆放和处理需要巨额资

金、人力做支持，但如果基层人人都能自觉
将各类垃圾归置到恰当的地方，做到就地自
行消化，那就能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的目的了。”盛格林表示，下
步将继续探索创新有效的垃圾细分模式，加
大宣传科普力度，努力打造基层“垃圾闭合
处理环”。

打造“闭合环”“消化”在基层

高新区试行垃圾循环回收利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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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资源利用率达70%
随着垃圾分类潮流逐渐兴起，红、绿、蓝、黑四色分类桶已成为不少社区的

标配，其中蓝桶（可回收垃圾桶）内的垃圾去向更是长期占据垃圾分类热点话
题。特别是当饮料瓶、废纸板、木料等可回收物被归置于一处后，这些“放错地
方的资源”是否真正被送到能够发挥其价值的地方去？高新区贵驷街道可回收
垃圾循环利用方面的经验，或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记者 童云 通讯员 秦羽 严雷 朱旭 文/摄

“这两个月的试行结果让我很有信心。”
昨天，宁波越锋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经理盛建
锋告诉记者，作为在高新区贵驷街道试行首
个可回收垃圾循环利用的第三方再生资源公
司，自9月选址并建立第一个可回收垃圾分类
站至今，已成功实现可回收资源利用率70%
左右。

以往的垃圾处理大致分为三类：焚烧、填
埋、堆肥。前两者并不具备将可回收垃圾重新
利用的功能，对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利用甚
微；而后者主要处理对象基本局限在绿桶中

的厨余垃圾范围，消化率有限。
如何提升蓝桶这块“宝库”的资源转化率，

让这些“放错地方的资源”重回资源循环圈，正
是盛建锋和同事们一直以来的主攻方向。

今年9月，高新区贵驷街道正式启动垃圾
分类市场化运作模式，携手越锋物资回收公
司共同建立贵驷街道可回收垃圾分类站，在
分类场站内划出专用区块，并设立金属、塑
料、木材、泡沫、玻璃、旧衣物等近10个分类

“亚区”。这些区域专门用于堆放各类可回收
利用的废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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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建系统“破烂王”成专家

贵驷街道还通过与当地废品回收人员开
展业务合作的方式，打开了垃圾分类新思路。
废品回收人员每天负责将各处收来的可回收
垃圾按材质分类存放到指定的“亚区”。他们
在运送过程中也照章办事：将塑料瓶送到化
纤厂、纸板旧书送到造纸厂、木材送至生物科
技公司加工成生物颗粒……

在分拣现场，记者发现，与大多数小区
“四色分类桶”不同的是，参与合作的废品
回收员们对垃圾的分类、收运分外认真：破
旧衣物和道路旁的断树残枝要先放在向阳
处晾晒干，充分脱水后才能收进站内；废弃
旧家电要拆解开，将金属壳、线和塑料板分

别放在不同“亚区”；老旧木制家具要被打
散成大小不一的木板、木条后，才能放入木
材区……

“对于这些放错位置的可回收资源,我们
根据不同材质建立了不同的‘分类收回小系
统’，要做好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初级分类要
专业化、精细化。”贵驷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
盛格林介绍，这些原废品回收人员丰富的废
品收购经验让他们成为垃圾分类潮流中“土
专家”，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得到
相应的经济回报，又能为垃圾资源化利用做
贡献，还解决了废品堆放场地的问题，可谓一
举多得。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垃圾分拣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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