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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丁伟

认知不全面，常识待推广

“生活垃圾有4分类——— 有害垃圾，包括
废旧电池、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和化妆品；
易腐垃圾，包括厨余垃圾等；可回收垃圾，包
括废旧报纸杂志、废旧的衣物、废金属；其他
垃圾……”8月3日，在转山西路一个住宅区，
几位驻济高校大学生正在向过往居民宣传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解释“按色投放”的方法，
喊着“垃圾分类，一学就会”的口号，吸引了
不少人驻足学习。

“其实，大家都很支持这项保护生态环境
的举措，但我们发现大多数市民对垃圾分类的
认知很不全面，什么是可回收垃圾，什么是不
可回收垃圾，什么是有害垃圾，少有人能讲清
讲透，更别说和各种垃圾桶颜色‘对上号’
了。”志愿者王敏坦言，“基本常识都不掌
握，人们很难有垃圾分类的强烈意愿，更难形
成自觉。”

面向市中区居民的1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
示，有92%的垃圾是家庭厨房垃圾，有63%的人
处理垃圾是用整袋投放的方式，有35%的人把
可以回收的像旧报纸、塑料瓶等攒起来卖掉，
剩下的垃圾还是进行整袋投放。

还得从危害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垃圾分类的
意识。济南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李孜
男介绍，粒径小于2毫米的白色塑料微粒，流
到海洋后，被鱼类吃掉，又通过饮食进入人体
内，危害巨大。“我们早一点行动起来，控制
住白色污染，对人类、对自然环境意义重
大。”

生活垃圾分类，整个意识的转变、习惯的

养成，以及分类常识的普及需要一个过程，需
要下大力气推广。对此，从事物业服务行业多
年的王宏勇深有感触。“宣传方法可以灵活多
样，可以多采用图片、卡通的形式推广，增加
居民的直观感受。还可以联合垃圾处理企业，
通过利益共享，引入他们的力量来推动宣
传。”

据了解，济南市相关部门正在推进三项宣
传推广工作，包括成立专家宣讲团，进学校、
进机关、进企业，向普通民众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常识的宣传、普及；在市级、区级、街办三
级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宣教基地；编制适合济
南市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统一教材，下一步将进
入济南市中小学的课堂，纳入中小学的教育体
系。“我想还不能满足于一般性的生活垃圾知
识的普遍的扫盲，而要不断地跟进，要搞搞再
回头看，搞搞再提升，这是一件长期要做下去
的事。”李孜男认为。

推动垃圾分类机关单位先行

围绕“垃圾分类——— 你准备好了吗”的主
题，日前，济南市政协第七专题“商量”组织
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市民代表以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深入一线展开调研。在机关单位、
商场、酒店、社区等场所，大家发现，不少垃

圾中转站没有发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景
象，分类垃圾桶有序摆放。这赢得了参与调研
的专家、市民的普遍称赞。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秦国芬介绍，国
家出台的实施方案强调，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
类必须先行，而且必须强制分类。今年3月，
济南市出台方案，明确地把党政机关生活垃圾
分类情况，纳入到单位创建和复核文明单位的
考核评价体系中。从硬件设施设备投入来看，
龙奥大厦集中办公区域等处，济南市共投放了
5000多个分类垃圾桶；在软件方面，共印发了2
万多份生活垃圾分类的指导手册，在单位的墙
壁文化、宣传栏文化里，都有与垃圾分类相关
的宣传、知识普及。“接下来，济南市生活垃
圾分类办公室，将组织相关的专家以及志愿
者，还有第三方考核机构，对全济南市的党政
机关生活垃圾分类进展、普及程度进行一个检
查指导、督导考核，以此实现在全社会生活垃
圾分类普及的示范作用。”

“商务局作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管部
门之一，正按照市里的总体方案，尽快完善、
重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并实现转型升级，还
在大型商超、购物中心，加大再生资源回收分
类指导宣传，在餐饮企业，继续推广光盘行
动，减少餐厨垃圾。”济南市商务局副局长张
娟说。

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资源循环、永续利用，这是垃圾分类的最
终目的。因此，垃圾处置终端的设施配套的完
善至关重要。

“济南市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的末端处
置，传统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填埋，再一种就
是焚烧。全面地推广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分出
来最多的就是易腐垃圾。现在我们探索四种模
式，一种是进行厌氧发酵，第二种是用美国的
大蠊进行生物处置。第三就是在新小区安置
200多台厨余粉碎机进行试点。第四种就是针
对农村分出来的易腐垃圾，用阳光堆肥法处
置。”秦国芬介绍。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确实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环节。2010年济南市通过国家的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初步形成了回收网
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体
系。但是随着城市机械化管理的加强、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的再生资源体
系已经不完整，也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生活发
展水平。我们行业内也缺少龙头企业，这也是
济南市再生资源回收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
题。”张娟说。

“以末端处置推进前端的分类，让出口来
决定入口，倒推解决垃圾分类中的各个环节上
的问题。”面对这个思路，市民、专家纷纷支
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
社会协同发力，可以借助当前的‘互联网
+’，包括云数据的优势，建立起生活垃圾回
收的产业链。”“垃圾箱的箱体用比较明确的
文字、图画形象生动地展示给市民，也可以引
进一些社区的智能投放箱，用积分兑换、以物
换物的方式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垃圾分类全民参与难在哪？
垃圾分类常识不掌握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待完善

□ 本 报 记 者 田可新
本报通讯员 李 真

8月8日晚，英国皇室冰上芭蕾舞团的冰上
芭蕾舞剧《天鹅湖》《灰姑娘》在山东省会大
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以冰刀代替足尖，将剧场
变为冰场，花样滑冰与古典芭蕾的戏剧性碰
撞，展示冰刀上的“速度与激情”，惊艳了现
场观众。“一场看不够，还要多看几场”，成
了许多人观看演出后的感言。

顶尖演出叫好又叫座，多彩文化活动吸引
群众乐参与，这是省会大剧院运营五年取得的
一大成效。5年来，山东省会大剧院举办各类
演出及活动超过1700场，上座率达到75 . 6％，
超过8 . 15万人次的中外艺术家登上大剧院舞
台，其中，国内23个省市自治区的表演团体及
38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参演院团都曾经登上了
大剧院的舞台，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指挥
家、芭蕾舞团以及著名歌唱家、舞蹈家接踵而
来，先后共有100万人次的观众和游客走进这
融合世界艺术和齐鲁文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分享艺术带来的喜悦和感动。通过不断推
出的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这里已经成为观众
和艺术家共同的“向往之地”，市民文化生活
中的重要一极。8月2日，央视《新闻联播》便
聚焦山东省会大剧院，为其全力拉动泉城文化
消费能力的各种举措点赞。

为观众打造“文化记忆”

伴随着全国兴建大剧院的热潮，经典演出
越来越走俏。一场优秀演出从策划到沟通再到
成行，不仅有着高昂的经济成本，还有时间成
本和机会成本。很多优质演出经常要提前一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预订。

“5年来，剧院曾经经历过大大小小数不
清的风波。”8月5日，省会大剧院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2015年，已经开票的重磅演出原
版舞剧《芝加哥》，因演出道具无法入境，被
迫取消，面临大面积退票压力和舆论质疑；
2016年维也纳施特劳斯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
乐团因天气原因迫降，临时转乘火车，在演出
开始前15分钟才抵达剧院；2017年遭遇最高级
别暴雨预警，但为了已经购票的观众和可能冒
雨前来购票、观演的观众，剧院决定准时上
演……“那场演出创造了观众人数最低的纪

录，只有19人，但我们没有顾忌损失，因为艺
术第一、观众最大，我们带给每个爱好艺术的
观众最美好的回忆。”

所以，如今谈到省会大剧院，总有市民对
经典演出片段津津乐道——— 音乐剧《猫》的故
事奇特、音乐回味悠长；芭蕾舞剧《天鹅湖》
唯美优雅，百看不厌；中国歌剧《白毛女》延
续传奇，铿锵有力；舞剧《孔子》还原先贤，
散发古典魅力；舞剧《大河之舞》激情澎湃、
气势如虹……无数经典扎根到每个观众的心灵
深处，为观众构筑记忆中的美好时刻。

致力于艺术教育普及

点面结合，5年来，省会大剧院从未停下
艺术教育普及的脚步。

山东省会大剧院艺术教育开始于2015年
底，经过将近3年的耕耘，艺术形式以合唱团和
芭蕾舞团为主，已经形成“三团”+“一坊”的教育
格局，分别为山东省会大剧院童声合唱团、山东
省会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山东省会大剧院合
唱团、成人芭蕾精品形体课堂工作坊。

该剧院公益艺术活动则以“我的艺术生
活”为主题，将“艺术+公益”有机结合，每
年累计举办公益艺术活动150场，参与人数万
余人次。讲+演结合的“星期音乐汇”和“周
末下午茶”；以文化艺术普及、交流为主的
“千人大讲堂”；暑期儿童嘉年华期间“艺游
剧院工作坊”“暑期夏令营”等活动，拉近观
众与高雅艺术之间的距离，实现精品艺术与群
众的亲密接触。

此外，该剧院大师见面会，高雅艺术进校
园、进社区活动也在持续开展——— 为让剧院观
众更好地欣赏演出，在演出前邀请演出团队、
艺术家等以演前导赏、艺术座谈的形式，与大
家共同分享艺术作品，共同品味艺术人生，通
过互动和交流，让广大市民全方位、多角度地
体验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艺游剧
院，针对6岁至15岁少年儿童打造的艺术活
动，由剧院探秘、艺术工坊课、好剧连连看三
个重要部分组成，用一天的时间，让孩子们看
到不一样的剧院，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可以
了解剧场礼仪、获取艺术知识、走进乐器的世
界；薄物·美学课堂则是开展各种关于生活美
学的课程，邀请各艺术界专业人士或有相关造
诣的手艺人进行现场教授及分享，包括插花、

绘画、音乐、茶道、手作、传统手工艺等课程
内容，活动不仅普及了艺术知识，更分享了积
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据统计，5年来，该剧
院举办公益性演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543
场，走进大剧院接受艺术普及教育、感受艺术
熏陶的观众达15万人次。

全力打通文化产品产业链条

原创剧目是检验一个剧院是否成熟的重要
标志。拥有成熟原创作品不仅能降低剧院运营
成本，还是传播优秀中华文化，培养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的大本营。在密集的文化演出、活
动之外，省会大剧院与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山
东省戏剧创作室等机构加强合作，联合制作出
品了反映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的中韩双语话剧
《两重门》、演绎孝道文化的话剧《灵魂中的
一滴泪》，用舞蹈的语言、创新的形式展示儒
家思想的大型现代舞剧《兰》，以及展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中英合作现代舞剧《棂·花姑
子》。其中，《两重门》以其独到的表现形式
参与到韩国首尔戏剧节的竞赛单元，并获得最
佳创意奖；舞剧《棂·花姑子》受英方邀请，

2017年赴英进行交流演出，今年还将赴英参与
爱丁堡艺术节。今年，该剧院又联合创制了中
韩双语话剧《我的桃花源》，该剧以导演孟秋
为主线，讲述了一群舞台艺术工作者携带初心
上路，寻找心中“桃花源”的故事。该剧院更
以原创演出制作为立足点，集中剧院文化资
源，组织和搭建了“艺点空间”文化企业孵化
器网络，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良
性互动模式，突出区域文化优势,探索不断满
足进驻文化企业实际需求的多种孵化方式。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大剧院公共艺
术服务功能，成立山东省会大剧院艺术中心。
在成立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大剧院童声合唱
团的基础上，成立针对少儿和成人的戏剧表演
团体，开展演员海选活动，催生本地演艺人才的
舞台培养机制。我们还将剧院升级为‘圆梦舞
台’，输送青少年、成人表演艺术爱好者登上大
舞台、参与大制作。”省会大剧院负责人表示，随
着原创演出剧目的逐步成熟，他们还将在全国
范围开展巡演，还将培养并选拔一批本土人才，
将本土的艺术人才输送到专业舞台，通过打造
大剧院版草根演员的诞生等艺术品牌活动，拓
宽本地区文化艺术发展的格局和目光。

省会大剧院拉动泉城文化飞跃升级
5年来，举办各类演出及活动超过1700场，共100万人次观看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理，关系人民生活环境是否能持续改善。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实施，全国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作为这1/46，济南眼下正在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要达到“全民参与”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通告施行之日起至2019年7

月31日，禁止机动三轮车和非机动三轮车在城
市高架路、快速路、经十路（凤凰路至二环西
路）等道路右侧设有公交专用道的道路通行、
2 0 2 0年 8月 1日起，城市建成区内禁行三轮
车……8月2日，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就加强三
（四）轮车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三（四）轮车
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生

产、拼装、改装、销售非法机动三（四）轮
车。违反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依法没收
成品及配件，并处非法产品价值三至五倍罚
款；有营业执照的，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营业
执照的，予以查封。

禁止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三（四）轮
车上路行驶。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扣留车辆，处罚款。对无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三（四）轮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罚款，可并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
禁止加装动力装置的人力三轮车、改装的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路行驶。违反规定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驾驶人拒绝接
受罚款处罚的，扣留车辆。

禁止利用机动三（四）轮车从事客运经
营。违反规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查处。

禁止利用机动三（四）轮车非法摆摊设点
经营。违反规定的，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禁行范围

扩大至二环路以内及重点区域周边的道路。
2020年8月1日起，城市建成区内禁行三轮

车。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查处。

同时，实施过渡期措施。对用于保障民生
及公共服务的机动三（四）轮车给予一年过渡
期。过渡期内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现有车辆规
范管理措施，报市政府核准后可上路行驶。但
是，不得在三轮车禁行道路行驶。过渡期满
后，对非法机动三（四）轮车一律予以取缔。

济南就三（四）轮车禁行事项公开征求意见

城市建成区内两年后全面禁行

冰上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7日，记者从历城区唐冶

街道获悉，按照预定计划，历城二中和稼轩学
校新校区将在暑假期间一起完成整体搬迁。9月
份新学期开学，新校区将正式启用。

据介绍，新校区已基本完成竣工验收，最
后的路面硬化也处于收尾阶段，目前，相关教
学设施、家具已开始陆续搬迁。今年9月份开学
时，学校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广大师生。历
城二中周边道路项目为配合历城二中新校区交
付使用，将与新校区项目同步完工。

土河二标段为配合历城二中新校区交付使
用，目前二土石方工程已完成90%，绿化工程
已完成70%，景观工程已完成85%，灌溉工程
已完成90%，两侧疏浚路完成80%，计划最晚
于八月十日前竣工。

唐冶山公园将建设成为以生态景观为主，
适当体现地域特色与文化，满足城市景观需要
和居民游览健身休闲要求的，有一定品质的自
然山体公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工程、绿
化工程、公厕、停车场、配套灌溉、照明工程
等。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细节处理阶段。

历城二中新校区等

民生建设工程将投用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继8月4日3条通勤快速巴士发

车时间确定后，8月7日起，济南市公交总公司又
将开通两条线路，分别为通勤快速巴士T16路、
T18路。票价为2元，执行公交IC卡优惠政策。

据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营运市场部负责人介
绍，T16路由盖家沟开往齐鲁软件园，主要途
经历山北路、历山路、山大南路、工业南路、舜华
路，然后单向沿新泺大街、舜华东路、舜华西路、
新泺大街至舜华路恢复原线。T16路盖家沟早
高峰发车时刻为6:20、6:35、6:50、7:05、7:
20，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6:30、16:45、17:00、
17:15、17:30；齐鲁软件园早高峰发车时刻为7:
15、7:30、7:45、8:05、8:20，晚高峰发车时刻
为17:30、17:45、18:00、18:15、18:30。

T18路由腊山立交桥北开往解放桥，主要
途经二环西路、经六路、槐村街、经一路、站
前街、纬二路、经二路、普利街、共青团路、
泉城路、解放路。此外，T18路腊山立交桥北
早高峰发车时刻为6:20、6:40、7:00、7:20，晚
高峰发车时刻为16:15、16:35、16:55、17:10；
解放桥早高峰发车时刻为7:20、7:40、8:00、8:
20，晚高峰发车时刻为17:15、17:35、17:55、
18:10。

T16、T18路通勤巴士

发车时刻表出炉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8月6日从济南市交警支

队获悉，济南交警开展为期1个月的“空警2018
-7号”行动，推进“1+N”整治，重点查处机
动车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

其中，“1”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系列，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记3
分，罚款50元。“N”为违法变道、违法掉头
系列，机动车压骑分道线(实线、虚线)加塞
的，适用“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
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
等候车辆的”，记2分、罚款100元；机动车超
越黄色中心双(单)实线违法掉头的，可适用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记3分、罚款
200元；机动车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
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罚款100元。

济南开展“空警”行动
重点抓拍不礼让行人等行为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乔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博物馆对外发

布，8月该馆将推出10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其中既有主题各异的专题展览，
又有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的游学活动、体验活
动，着力增添泉城这个夏天的文化韵味。

本月，市博集中推出《镌刻的历史——— 泰
山石刻拓片精品展》《怀袖雅物 咫尺乾
坤——— 济南市博物馆藏成扇展》《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览》三个重点
展览。其中，《镌刻的历史——— 泰山石刻拓片
精品展》精心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秦·泰山刻
石”“唐·纪泰山铭”“汉·张迁碑”，以及文
人墨客的诗文拓片作品近40件，涵盖真、草、
隶、篆等各种书体，全面反映了上自秦汉、下
至民国两千余年来中国书法流变的脉络，是泰
山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雅俗之间———
济南市博物馆藏瓷罐臻品展》则将持续展出至
年底。其中，《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展》共分为
历史沿革、燃情岁月、文化泉城、世纪新篇等
四大部分，以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反映了济南的
历史、民俗、非遗、泉水文化以及经济成就、
文化建设、和谐民生等；《雅俗之间——— 济南
市博物馆藏瓷罐臻品展》，精选自南北朝至民
国时期近40件瓷罐珍品，陈列展示给广大观
众，以此传播中华民族悠久、独特而灿烂的历
史文化，展览中不少藏品为首次公开展出。

此外，《古城辉煌——— 济南历史暨馆藏文
物展览》《蔡公时纪念馆基本陈列》《老舍纪
念馆基本陈列》《曲山艺海博物馆基本陈列》
等基本陈列项目仍将持续展出。“探寻历史
走进博物馆”暑期游学活动也继续举行，市博8
月5日带领孩子们探寻了济南胶济铁路陈列馆，
8月4日还组织开展了临摹绘画活动。

市博物馆打造10余项

精彩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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