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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我也想把垃圾分类做到位，但是没那么多时间。玻璃瓶、旧电池，乱扔也不好，但收废品的不收。”

“我们小区的垃圾，大家都是混倒在一起的，我分类真的有用吗，垃圾混在一起还能循环利用吗？”

类似的想法和抱怨，很多杭州市民都有过。

垃圾分类遇到的尴尬是：复杂的垃圾分类老百姓接受不了；因为分类不到位，资源循环再利用也玩不转。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垃圾分类做到位？昨天，钱江晚报记者兵分三路，走访了杭州各大城区，找到不少高招、

妙招。

小区不设垃圾桶，倒逼居民垃圾分类；雇佣回收公司，挨家上门收购干垃圾

垃圾分类的难题，各小区有哪些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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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11点，环卫工徐师傅骑着电动

三轮车，穿梭在市中心的小营巷。车上放着

黄绿两只垃圾桶，一只投放易腐垃圾，另一只

投放其他垃圾。

这里大多是平房，200 多户居民很多都

住了几十年。

在一扇大门口，徐师傅停了车。门口放

着两袋垃圾，他并没有直接扔进垃圾桶，而是

戴上手套，打开垃圾袋，在里面翻着，看到塑

料制品，放进“其他垃圾”那只桶，冷饭残羹都

倒进了“易腐垃圾”那只桶。

“现在啊，垃圾不落地了，但是居民的垃

圾分类还没有那么仔细，我们都要掏出来再

挑挑拣拣的。”徐师傅说。

小营巷的环卫工都练就“眼观六路”的本

领。三轮车车速不快，徐师傅观察着道路，只

要看到垃圾袋，就会停车。

钱报记者跟着徐师傅绕了一圈，发现小

区里竟然没有一只垃圾桶。

中午一个小时，算是“加班”。一般来说，

每天早上 6:30-8:30，晚上 6:30-8:30，社

区里的环卫小车就会定时收垃圾。徐师傅

说，他从2010年开始就这么干了。

2010 年，杭州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小营

街道小营巷社区率先成为“垃圾不落地”试

点。

那时候，小营巷里还有垃圾房。“每天垃

圾都要堆到垃圾房门口，也有些居民习惯随

意堆在门前墙边，天一热臭气熏天不说，苍蝇

到处飞，环境真的很差，每天环卫工都要清扫

好几遍。周围临街的商铺还会到这里偷倒垃

圾，我们就想着试行垃圾不落地，让居民们开

始有意识地做些改变。”小营巷社区卫生委员

朱凌翔说。

虽然试行“垃圾不落地”之前，社工专门

上门对每户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支持率高

达 85%以上，但是想让居民改变一直以来形

成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社区老年人比例超过

6成，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但是，很难也要改变。社工们不断上门

宣传，还手把手地教，不厌其烦，尽可能让大

家都能形成习惯。

将近10年的蜕变，成效如何？

“因为垃圾分类了，我们看到一个更好的

环境。”社区居民孙大妈说。

上城小营巷：没有垃圾桶，垃圾不落地

●江干区圣奥领寓小区：每个垃圾投放

点有“桶长”

江干区九堡街道兴安社区圣奥领寓小区

共711户，总人口2300余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500人，日均垃圾量在8吨左右。

2018 年 3 月，小区率先试点“桶长制”分

类模式。确保每个垃圾投放点都有一名责任

桶长。

由“桶长”负责上门入户指导分类、定点

值守检查评分、巡检溯源纠错指导，从源头提

升垃圾分类准确率和投放率。

截至目前，小区从原来的不分类到现在

取得了居民参与率 100%，分类准确率 90%，

投放正确率95%的好成绩。同时引入就地餐

厨垃圾处理机，日减量成效40%左右。

●滨江区太阳国际小区：物业把关居民

“垃圾分类”

太阳国际小区共有住户 1312 户，沿街商

户30家。

2018 年 4 月起，太阳国际小区铭德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工作，通过

设施提升、现场指导等方式，居民垃圾分类参

与率达到60%以上，并辅以物业分拣，做到可

回收物零废弃，易腐垃圾能分尽分，垃圾减量

超过30%。

垃圾分类
小区各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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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干湿两分，干垃圾交给虎哥回收，湿

垃圾交给环卫部门，通过这套垃圾消纳大法，

人口近 300 万的余杭区，今年首次实现垃圾

负增长。

余杭区的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进行干垃

圾回收再利用，现已覆盖辖区24.5万户家庭。

家住临平的马阿姨说，现在垃圾分类有

真金白银奖励，全家已经习惯把外卖盒、纸板

箱、易拉罐，甚至用过的保鲜膜收集起来，放

在家门口虎哥赠送的干垃圾回收桶里。

“垃圾桶满了，我就手机微信下单，小区

门口的虎哥服务站就会上门回收，干垃圾统

一价0.4元/斤，称好重，钱会自动打到我账号

上，去小区门口便利店换购商品。”

马阿姨家回收过最大的一单，是三门衣

柜 和 茶 几 ，两 件 旧 家 具 一 共 收 到 环 保 金

37.44 元。以前，纸箱、废纸卖给小区收废品

的价格会高些。但马阿姨也说，玻璃、塑料这

些，收废品的不收，而虎哥是照单全收的，连

旧家电和家具也是折价收购的，特别是夏天

的啤酒瓶很重的，总体算下来，还是划算的。

位于良渚的虎哥回收总仓，每天要处理

约250吨干垃圾，上午是一天中最忙碌的。前

一天收集的干垃圾从余杭各地拉过来，车子要

先过地磅称重，然后进入14条流水线分拣。

工人会把书纸类、废纺类、竹木类、玻璃

类、橡塑类、金属类、小家电类、不可利用类、

有害垃圾类以及四机一脑（电视机、空调、电

冰箱、洗衣机、电脑）这九大类的垃圾分门别

类放置。九大类垃圾还会进一步分拣成至少

41个小项，再打包拉去下游厂家循环利用。

在仓库一台轰轰作响的压缩机前，铲车

和工人正把各种纸箱倒入传送带，压缩成大

块送往下家。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是阶梯式的，这些废

旧纸品拉去工厂，只能生产比原来低等级的

产品，比如装鸡蛋的纸托。”虎哥环境副总经

理胡少平是浙江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博士。他

告诉钱报记者，除了有害垃圾要送去专业有

资质的公司处理外，其它垃圾都可以循环再

利用。

目前，余杭区已在各小区投放垃圾发袋

机，每家免费发放带有二维码的垃圾袋，用于

存放家庭厨房、卫生间等地的湿垃圾并实现

人工扫码打分制度，各镇街的湿垃圾就地生

化处理，15 吨湿垃圾可生产 1 吨有机肥原

料，今年余杭已就地消化湿垃圾224.5吨。

根据余杭区城市管理局的统计，去年余

杭共产生 92.39 万吨垃圾，今年 1-5 月，余杭

垃圾平均负增长3.26%，首次实现了零增长。

余杭区：公司上门回收，今年首次实现垃圾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