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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暑假就要过完了，孩子的假日小队活动还没约上，这要

怎么办？”这几天，钱报记者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家长们相互诉

苦。他们急着想预约的是天子岭。

今年暑假，垃圾分类成了杭城学生的热门学习主题，几乎

每所学校的假日小队活动主题都与垃圾分类相关，杭州市天

子岭垃圾分类学习基地一下子成了学生们的“网红”打卡地。

一次性电池是什么垃圾？讲解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团队两个月解释了一百遍

一个暑假接待三万多人次
天子岭成了杭州学生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 姜赟 本报通讯员 陈宏程

每天限量参观
心急的家长6月就预约

记者采访获悉，天子岭垃圾分类学习基地

分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为垃圾处置产业园区，

学生们可以站在垃圾填埋堆体封场覆绿后的

生态公园上俯瞰填埋场的作业，近距离感受垃

圾分类处理工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南区有杭

州图书馆环保分馆和天子岭环境教育基地。

因为天子岭是杭州市主城区最主要的垃

圾处置场所，每天进出园区的垃圾清运车辆

有近千车次，处理四千多吨的生活垃圾，为了

保障每日垃圾处置工作正常有序，北区的参

观人数控制比较严格，每天只有两个批次的

参观额度，每批人数不能超过 50 人，仅工作

日开放；南区可接纳的人数相对较多，为了满

足假日小队的需求，图书馆把原来每天两堂

垃圾分类讲堂加为三堂，除了周一闭馆外，其

余时间均可预约。

因为暑假预约的人数太多，无论是参观

北区还是南区，家长们都需要至少提前三个

工作日预约。

“我们的教室只有 50 个座位可以坐，但

暑假里，人数最多的一堂课有 69 人，孩子坐

前面，家长站后面，挤满了人。”杭州图书馆环

保分馆的志愿者队长胡云华告诉记者，她既

是垃圾分类小讲堂的主讲人，也是前台负责

预约登记的工作人员。

胡云华透露，从6月底开始，就有家长打

电话预约。数据显示，7月天子岭共接待学生

和家长401批次，总人数达24873人次，而去

年同时期是272批次9685人次。而本月截至

8月15日，参观人数已超过7000人次。

一次性电池是什么垃圾
志愿者团队讲了一百多遍

昨天下午，钱报记者到达天子岭时，杭州

图书馆环保分馆里的垃圾分类小讲堂正要开

始，不过主讲人胡云华并不在教室里，她还忙

着在前台接听预约电话。

“这两个月我都不敢离开电话机太久，因

为每隔几分钟就有家长来电预约。”胡云华告

诉记者，还有假日小队要预约参观天子岭的

话，要赶紧了，周六周日预约人数早就超额，

只有工作日的还剩下几个时间段有余量。

参加这一堂讲座的是48位学生，以一二

年级学生为主，一般五六个人为一个小队，穿

着各自学校的校服，颜色各异。“来参观的学

生除了来自杭州主城区学校，还有很多是来

自余杭、萧山的学校，有的学生因为家住太

远，还特地包了一辆大巴车前来。”胡老师说。

那么，学生们在这个火热的垃圾分类学

习基地能够学到什么？钱报记者也去听了听。

现场活跃度最高的是问答环节，胡云华

出的第一道题就把学生们难住了——“请问

写满铅笔字的A4纸是什么垃圾？”

有的人认为是有害垃圾，因为铅是有毒

物质；有的人认为是可回收垃圾，因为纸是可

回收的；还有的人认为是其他垃圾。

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胡老师揭晓谜

底，因为铅笔的主要成分不是铅是石墨，石墨

属于无毒物质，所以写满铅笔字的纸张属于

可回收垃圾。

胡云华继续提问：“请问一次性电池属于

什么垃圾？”

所有学生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有毒有害

垃圾。”但胡云华用双臂比划了一个大大的

“×”，“普通一次性电池是碱性电池，基本不

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其他垃圾，蓄电池、钮扣

电池中含有重金属，它们才属于有害垃圾。”

这节课时长 1 个小时，因为有很强的互

动性，场下的学生们听得很专注。这样的讲

座，胡云华每天要讲三场。而关于一次性电

池是什么垃圾这样的问题，天子岭的志愿者

团队两个月解释了一百遍。

而一旁的家长们则基本上都在看手机，

他们都是装备齐全，很多带了自制的垃圾分

类卡片和垃圾桶，为了做垃圾分类游戏。

胡云华是从去年暑假开始担任垃圾分类

讲解工作，她可以深切感受到今年学生和家

长对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去年，但

由于杭州市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条例才刚刚

实施，许多垃圾分类存在疑问。

“比如螺蛳壳属于贝壳类，如果在网上

查，它属于其他垃圾，但在杭州垃圾分类查询

系统中它又是易腐垃圾。”胡云华建议，应该

请专业人士进入小区或是垃圾分类学习基地

为基层的垃圾分类宣传者答疑解惑，“其实，

现在居民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是意识和

实践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能从‘知道’变成‘做到’。”

其实，焦虑的不仅是这群预约不上天子

岭的家长，每年暑假家长们都在为假日小队

忙活。昨天，记者打听了一圈，这个暑假学校

常见的假日小队活动除了垃圾分类，还有向

英雄人物或身边的榜样人物学习、钱江少年

爱中国爱杭州等的主题，但无论是什么活动，

从策划、执行、安排等各方面来看，家长们显

然唱着主角。

记者采访中，不少家长都很无奈地表示，

每年放寒暑假，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假日小队

活动，因为想要把活动做好必定需要家长投

入大量的精力。孩子年纪尚小，活动地的预

约、策划肯定是家长去做，而且每次活动结束

都有手抄报、活动手册、短视频等作业，不要

说低年级，对于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也很

难独立完成。

“组织活动烦心费力，讨论的时候人不

齐，活动时间又难凑，还得去订做横幅、队旗、

袖章等，如果不凑巧双方家长都要上班的还

得要去请假。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形式

主义了？”一位三年级孩子的爸爸一边指挥着

孩子进行垃圾分类，一边向记者抱怨。

记者发现，在家长的介入下，假日小队作

业似乎也变得不纯粹了。就以寻访榜样人物

为例，一位家长说，寻访劳模时，默默无闻的

劳动者比不上市劳模，市劳模又比不上全国

劳模，如果班里有家长找到了全国劳模，其他

家长只能更加努力地动用各种人脉，找到一

位差不多的劳模。

而且假日小队主题常常比较集中，今年

暑假 55 岁的最美杭州人孔胜东，半个月接待

了60多批学生。

事实上，假日小队活动的初衷是让学生

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实践，提升自身的综合素

养，如何把让这个原本很有意义的假期活动

回归初心，显然是需要家长、学校共同考虑的

问题。

让假日小队回归初心吧

记者手记 听完讲座后，

家 长 和 孩 子

玩 垃 圾 分 类

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