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高，厨余垃圾分类难在哪里……

微观生活垃圾分类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调研问卷结果很意外———

年轻人分类热情反而低

9月16日下午5点半，济南历城区名辉豪
庭社区，66岁的“督桶员”王树合，拉着厨
余垃圾桶到10号楼前准时上岗。

王树合的工作，是在垃圾分类收集点值
班，检查居民投放的垃圾是否符合分类规范，
还有就是将错分的垃圾用夹子“归类”。

他说，厨余垃圾定时投放，自己早上7点到
9点、傍晚5点半到7点半工作，有的人分得乱七
八糟，还有不分的，自己就帮着再分分，但整体
趋势是分的人越来越多，分得也越来越好。

名辉豪庭是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示范
社区。名辉豪庭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说，小区有19栋楼4110户居民，100多个垃圾
桶，每栋楼有1名督桶员。据小区运营工作日
报统计，9月15日，19栋楼收集湿垃圾合计总
量1171千克，并于当天运往小区西南侧的厨
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小区垃圾分类项
目引进了光大生态资源公司的厨余垃圾处理
设备及智能回收设备。

光大生态资源公司相关人士说，除了每
天1吨多厨余垃圾外，名辉豪庭小区4台智能
设备每天大概回收垃圾120公斤。

目前，济南已经有27个街道261个社区在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区或片区建设。其
中，分类后的厨余垃圾从刚开始的三五吨，
到8月份已达101吨。

当然，这样的垃圾分类还局限在示范社
区或片区。

最近一段时间，济南市城管部门多次接
到市民热线反映：我们想参与垃圾分类，但
不知道怎么分类，也没人来指导。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人士说，垃圾分类在
宣传发动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山东省垃圾分
类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吕修鲁说，他们正与复
旦大学进行垃圾分类可持续行为研究，重点
是“家里分类、楼下投对”，家里分类要靠
宣教，点对点宣教；楼下投对要靠督查，必
须有人监管，定时投放、撤桶并点。

吕修鲁说，调研问卷结果很有些“意
外”：老人和孩子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比
较高，而高知高职的年轻人热情最低，他们
觉得“一是分类没时间，二是做饭比较
少”，大多认为推行不起来。

他认为，垃圾分类最难的是前端习惯养
成。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业态
息息相关，需要持续性的习惯养成。

最大的“中梗阻”———

厨余垃圾分类效果低于预期

9月15日晚8点，济南市高新区重汽1956小
区，60岁的督桶员王秀娟（化名）戴着头灯，正
用夹子清理厨余垃圾里的其他垃圾。她说，部
分业主垃圾分类做得不好，将餐巾纸、牙签等
放到了厨余垃圾里，自己得用夹子清理出来。

当天白天在新泰市西张庄镇西白沙村，
记者看到垃圾箱旁张贴有分类方法指导，但
是垃圾箱里多种垃圾混杂，尤其是厨余、树
枝树叶等垃圾较多。

“老百姓家的垃圾基本上没有分类。”一
位村民说，农村垃圾以菜叶、剩饭以及小孩的
点心包装为主，大家往往一起倒入垃圾桶里。

从济南、泰安两市情况来看，许多人感
觉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关键就在于厨
余垃圾分类难度大，落实的效果低于预期。
这也是进行垃圾分类的“中梗阻”。

一方面，居民尚未养成对厨余垃圾进一
步细分的习惯，如果缺乏精确的指引，很容
易将不同类别的厨余垃圾混在一起。

目前，济南市垃圾分类的很大一部分工
作，正是由王树合、王秀娟这样普通的督桶
员承担。示范社区或片区创建以来，他们每
天要盯四五个小时，有的人还要坚持到晚上9
点，工作强度不小。

垃圾分类的人力配备也是一大难点。这
些督桶员每个人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补贴。
一位街道办事处人员说，现在城区人口基数
这么大，财政压力很大。

此外，这些小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倾倒
厨余垃圾，无法考虑到全部居民的生活习
惯，执行起来难度也不小。

吕修鲁说，未来，分类垃圾的投放点也
要逐步减少，“现在基本是每栋楼下都有一
个，以后要‘撤桶并点’，最终实现‘定时
定点’投放，减少并最终取消督桶员”。

另一方面，厨余垃圾末端分类处理还存
在瓶颈。

2014年，泰安市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实现
统一收集、运输、处理，9辆餐厨垃圾运输车将餐
馆里的剩饭剩菜运输到泰安市餐厨垃圾处理
厂。该处理厂生产部负责人尹逊良说，泰安市餐
厨垃圾处理厂目前一期日处理能力102吨，二期
处理厂投产后，总处理能力会达到300吨。

在济南，跟名辉豪庭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相似，济南市已经建设了28个就地处理设
备。一位街道办事处人士说，就地处理减少
了运输环节，但是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规
划空间”，需要得到周边居民支持，否则
“邻避效应”会影响设备运行，还有就是就
地处理设备的水、电消耗量比较大。

目前，济南市全市范围有1家厨余垃圾集

中处理厂，日处理餐饮单位400吨餐厨垃圾，
还能够协同处理部分居民厨余垃圾。此外，
济南巧宾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负责章丘区的60
吨餐饮单位餐厨垃圾。

吕修鲁说，厨余垃圾过去主要是填埋或
焚烧，现在有很多方式方法处理，各有利
弊。其中，集中式处理是最佳选择，但是也
面临资金投入、征地等一系列问题。

济南市城管局生活废弃物管理处一级主
任科员陈振华说，从长远来看，目前的厨余
垃圾处理能力肯定是不足的。根据相关政策
要求，按照科学评估、适度超前原则，需要
稳步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在济南市槐荫区某小区，还有200户居民
尝试安装“大胃王”设施，在家里对厨余垃
圾进行粉碎化处理。吕修鲁说，这种方式从
处理效果来看，老百姓认可度比较高，一是
不用拎着垃圾下楼了，二是气味好控制，三
是对污水处理没有影响。但是，这些设施在老
旧小区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油脂不挂管壁。

“两网融合”的机遇———

更多“垃圾”期待变“资源”

与生活垃圾分类相伴而来的，是更多可
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

在泰安市王官庄社区，“泰好分”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箱上线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有
134人投放了1662单，总重量4054 . 48千克。
其中，以居民收集的纸类、塑料等废弃物居多。

负责运营的泰晟环境公司人士说，该社
区13栋楼1400多户，居民可以下载APP，将
可回收物投入后自动称重，积分到卡，可以
兑换商品，也可以兑钱提现金。

对此，住建部专家在泰安市调研时建议，
少投放垃圾分类智能箱体。垃圾分类智能箱体
更多起到的是宣传示范作用，前期在公共场所
配备可以吸引和引导居民开展分类，但在实际
操作中存在投放不准确等问题，不适合在社
区、小区投放。有的城市之前配置了智能箱体，
但是现在还是换成了分类桶。

吕修鲁说，对于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
用，大家普遍认可“两网融合”的路子。其
中一张网是既有的再生资源网，最前端有几
类人包括拾荒人、废旧物收购小商贩、物业
公司人员以及智能化回收设备等；另一张网
是环卫作业网，快递箱、啤酒瓶等低价值可
回收物最有可能流入环卫体系。他建议，在
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可回收物暂存点，为可
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提供服务，辐射周边居民
小区，并避免脏乱差现象。

9月14日，泰安市高新区滨河大道东段，
高宏再生资源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运送垃
圾的车辆不停地进出。

“仅垃圾分类项目，公司平均每天回收9

车废旧物品，主要是纸壳、玻璃、塑料
等。”该公司总经理张高洪说，公司联合当
地环卫部门，针对全市100多处垃圾收集站
点，采取每斤补贴保洁员0 . 2元－0 . 3元的办
法，由他们初步分拣出可回收物，再交由公
司进行回收处置，意在更好更快地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和减量。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方式，没人
愿意收购玻璃、塑料包装等低值废旧物品，一
车卖不了几百元，还不够来回的运输费。

张高洪说，目前，该公司正尝试跟顺丰
快递合作，顺丰依托自己的网络和人员，收
集纸箱、电子产品等废旧物品，然后集中到2个
快递站暂存，再由高宏公司进行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分类不仅搅动着“垃圾桶”，
也广泛影响着包装、食品、外卖、餐饮、酒
店等诸多行业。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新增垃
圾处理相关企业超过了7000家。各种与垃圾
分类相关的项目、公众号和小程序应运而
生，分类垃圾桶、代扔垃圾服务、“互联网+
垃圾分类平台”等纷纷涌现。

记者了解到，居民使用垃圾回收程序也
很方便。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打开支付宝
“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就
能坐等社区回收员上门，卖废品所得会自动
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

住建部专家认为，泰安市建立的大规
模、成体系的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体系，在全
国46个试点城市中，只有2－3个城市可以做
到，建立的“专业+职业”的回收渠道，“区中转+
资源中心集中收集”的转运形式，推进了再生
资源回收及垃圾分类回收“两网融合”工作。

焚烧发电垃圾中仍混有湿垃

圾———

分类和利用期待更精细

根据住建部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先
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
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中，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

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有60％的垃圾被
填埋处理。其实，垃圾中只有一部分需要填埋，
前端做好分类，将会有效提高回收利用率。

以泰安市为例。目前，该市中心城区以
及周边乡镇每天生活垃圾就有1300多吨，节
假日最高会达到1700吨，全部由泰安北控环
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焚烧处理。该公司
有关人士说，焚烧厂每天能处理1300多吨生
活垃圾，产生约36万度电。

北控焚烧发电厂初步测试结果显示，实
行垃圾分类以后，入厂垃圾吨垃圾发电量提
高了50度左右，每年可压减煤耗5万吨，二氧
化碳、二氧化硫分别减排12万吨、700吨。但

是，目前该厂焚烧的垃圾中，仍包含部分湿
垃圾，燃烧时需要额外的能量把水分加热蒸
发掉。不少建筑垃圾也混入投放，白白耗费
着垃圾焚烧的处理能力。

目前，泰安全市已有4座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1座餐厨垃圾处理厂、3座建筑垃圾周
转处理场，能够基本满足垃圾处理需求。

山东垃圾处理市场吸引了多个行业领军
企业涉足。在日产生8000吨垃圾的济南，已
经呈现出光大国际、绿色动力、启迪桑德主
导的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济南市还存在着
多处垃圾填埋场。

从垃圾焚烧发电市场来看，章丘绿色动
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负责章丘区全部以及历
城区、高新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该公司总
经理潘正秋说，公司一天焚烧1200多吨生活
垃圾，一年上网电量达到1 . 4亿度。

他说，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20%的渗滤
液，经污水处理站达到中水回用标准；25%
左右的炉渣经过多道工序后用来制砖。还有
3%左右的飞灰，处理后运送到填埋厂进行无
害化处理。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一环。
尹逊良说，目前处理厂每100吨的餐厨垃圾，
能产生7000多立方米沼气，回收约2吨油脂。
还有10%左右的废渣需要再次焚烧处理。

他也坦言，处理厂产生的沼气利用率不
高，目前仅用于处理厂生产生活。他们正在
考虑增加沼气提纯、加气站、生物柴油提炼、沼
渣堆肥系统等，实现最大限度资源化。

据了解，地处济阳县的济南市第二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产生的沼气，经过提纯后已
经直接用于居民用气，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地处章丘区明家村附近的巧宾生态公
司，以蟑螂来处理厨余垃圾。公司负责人李
延荣说，目前企业一天处理30多吨厨余垃圾。
不过，公司设计日处理能力是200吨。由于疫情
影响，餐饮行业受到冲击，厨余垃圾几乎没有
了，蟑螂数量大大减少，目前正在逐步恢复中。

蟑螂自然死亡后，该如何处置？李延荣
说，我国蛋白饲料稀缺，蟑螂蛋白质丰富，
把它烘干磨粉，可制成动物饲料。他将厨余
垃圾处理打造成了一条产业链：厨余垃圾喂
蟑螂，10－12个月蟑螂自然死亡后磨粉制成
饲料喂鸡，鸡散养在村民土地上，鸡粪、蟑
螂粪等有机物质归田，每年土地轮换……

2017年8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久林领
衔的专家组，认定李延荣利用蟑螂处理厨余
垃圾的技术，遵循自然界食物链规律，创造
了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的新模式，经济、社会
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广阔。

李延荣说，公司目前仅处理章丘区餐饮
单位的厨余垃圾，将来章丘区居民厨余垃圾
以及历城区、高新区厨余垃圾，都将选择蟑
螂生物化处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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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章丘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用巨大的抓斗起降张合，抓着垃圾堆放在不同的发酵区域。
左下图：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通过智能回收设备进行回收。
右下图：济南市高新区某小区厨余垃圾桶锁着。这些小区实行“定时投放”，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倾倒厨余垃圾，部分居居民“不太习惯”，将

厨余垃圾直接放在了垃圾桶上。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全民性议题。作为国家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的《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将于11月1日

正式施行，在我省率先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近一段时间，记者在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济南、泰安蹲点点采访，从细微处看正在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

国外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

一个矿泉水瓶分属三类垃圾。在日本，
有的地区垃圾分类有十种左右，有的则细分
为几十种类别。例如，即使是一个矿泉水
瓶，瓶盖、瓶体、包装膜分属三类垃圾，必
须分别丢弃。对于旧家电和家具等大件物
品，居民必须先给自己所在地区政府的相关
处理中心打电话，确认回收日期和处理费
用。然后，居民到地区政府指定的营业点购
买相应额度的垃圾处理券，并在处理券上写
明相关信息。对不按正确时间、地点和分类
进行垃圾投放的行为，根据日本《废弃物处
理法》，乱丢弃行为最多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

日本

垃圾分类教育是门“必修课”。比利时
从1992年起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政府通
过发放指导手册、举办知识讲座、组织实地
观摩垃圾处理厂等方式，让人们学习并理解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在布鲁塞尔，每个家庭
都常备红、黄、蓝、绿、白等几种颜色的垃
圾袋。黄色袋子用来装书报、纸质包装等垃
圾；蓝色袋子装塑料瓶、金属包装罐和饮料
盒；绿色袋子装枯枝、落叶等园林垃圾；白
色袋子可用来装厨余垃圾和不可回收物。红
色袋子是布鲁塞尔市在2017年推出的“新种
类”，专门用于装厨余垃圾。

比利时

每个垃圾箱都连着地下回收站。斯洛文
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是欧洲第一个宣布实现
垃圾“零废弃”标准的首都，市中心街道上
分门别类的垃圾箱整齐排列。这些垃圾箱无
法随意打开，需要使用专门的电子智能卡开
启箱盖。每个垃圾箱都与地下垃圾回收站直
接连接，扮演着“小型垃圾中转站”的角
色。由于垃圾在丢弃时已完成了分类，工作
人员只需定期前往地下回收站进行回收，简
化了垃圾分类流程。

斯洛文尼亚

编写80页厚的分类指南。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垃圾分类，最初只
分为玻璃、纸张和塑料三大类。经过不断探索
和实践，维也纳的垃圾分类管理系统不断精细
化，城市垃圾全部就地消化。维也纳市政48局
主要负责垃圾处理，编写了一本80页指南，成
为每一名维也纳居民的生活必读。垃圾桶分为
6个颜色，红色的丢弃废纸，黄色的丢弃塑料
和金属垃圾，棕色的用来投放有机垃圾，白色
的装透明玻璃瓶，有色玻璃瓶扔到绿色垃圾桶
中，其他垃圾则扔到橙色垃圾桶中。

奥地利

在瑞典，厨余垃圾经过转化，变为生物
油，可以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燃料，还可以
变为有机肥，为农作物提供养料。

瑞典

在英国，耗资2400万英镑，建设了全球首
个全封闭式厨余垃圾发电厂，利用厨余垃圾进
行发电。

英国

在韩国，对厨余垃圾进行“从量制”收
费，从而鼓励居民对垃圾进行减量。据预测，
实施之后，首尔市厨余垃圾每天可减少约670
吨。

韩国

（□记者 王红军 根据人民日报、央视
网、学习强国等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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