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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分类
垃圾分得好，几乎一天净赚5毛

行走在竹林村，道路两旁青杉绿竹，满目所及

皆是江南美景。

以前，这里可是养猪大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猪

圈，污水、垃圾，引来无数虫蝇。经过几年整治改造，

村庄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村”。这个摇身一变，变得

可不太轻松，尤其是涉及到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

2018年5月，南湖区推行农村垃圾分类，最初

采取的办法，是让村民将分类好的垃圾，统一投到

投放亭进行处理。干得累，效果也一般。当时，嘉

兴市南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陈军、区农

水局农村生活垃圾监管站副站长方超等人到处考

察学习，想借鉴一些优秀经验。4 个月后，就有了

这个APP。

在竹林村，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两只垃圾桶，一

只为绿色的易腐垃圾，一只为灰色的其他垃圾，盖

子上还有一个对应的二维码。

每天，村民只要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并拍照上

传到系统后台，就能赚取 30 分的积分。经后台审

核，符合分类标准的，还能再赚20分。一天50分，

相当于5毛钱。

另外，像玻璃瓶、牛奶箱等可回收物攒起来，

通过APP预约上门回收，也能转换成积分。

“算下来，还有各种月奖、季度奖、年奖，一个

农户现在最高一年能拿 500 多元，每天正常拍照

上传积极参与的，也有两三百元，这还不包括村里

的活动补贴。”竹林村党委书记陈云华说。

有了实实在在的奖励，村民参与度大大提高。

南湖区共有4.2万户农户，如今4万多户已用上“垃

非”APP，并建立了45家农村“垃非”积分兑换商店。

中端收运
白墙黑瓦的垃圾房，地面都能印出人影

源头管理，只是垃圾分类的第一步，怎么中转

也是垃圾分类的关键环节之一。

在南湖区的乡镇，农户家门口的垃圾，都由清运

员上门收集，统一运往村里的垃圾中转房。每次收

集垃圾后，清运员都必须对着垃圾扫码拍照。如果

农户忘记扫码上传，清运员也能进行补录。

竹林村口有一处独立的仿古建筑，就是 2019

年上半年投入使用的垃圾中转房。

说是垃圾中转房，但白墙黑瓦，倒像是一处景

点。虽然天气炎热，但几乎闻不到垃圾臭味，看不

到一只苍蝇。

走进中转站，屋里摆着 70 多只半人多高的垃

圾桶，整整齐齐，瓷砖地面几乎能印出人影；门口

水泥地上，有大片未干的水迹。专管员管师傅说，

他要及时清洗，将照片上传“垃非”后台。

“我们还特地在中转房设置了清运员和专管

员的休息室。”南湖区农水局农村生活垃圾监管站

副站长方超说。

末端处理
有一台神器吃进去垃圾，吐出来清水

在南湖区，每一样垃圾，都有指定的去处。最值

得一提的是，南湖区有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神器”，吃

进去餐厨垃圾，吐出来符合排放标准的清水。

在新丰镇农贸市场，占地 20 平米左右的“生

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里，一台易腐垃圾微生物处

理机正在工作。这台机器每天能处理垃圾 0.5 吨，

耗电 8 度左右，用水 1.5 吨，低成本解决餐厨垃圾。

像鱼类、肉类等快速分解的垃圾，处理只需要2—4

个小时，含长纤维的蔬菜、水果皮等，10—20 个小

时也能分解完毕。南湖区农水局农村生活垃圾监

管站工作人员刘源介绍，整个新丰镇农贸市场有

52家商户，沿街店面18个，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

只需一台机器就能解决。

2019 年 9 月试运营以来，这台神器将餐厨垃

圾降解成了无机盐、二氧化碳和微小的有机物，废

水直接排入污水管道。“每个月都会对排出的污水

进行检测，看起来就和清水一样。”这样的垃圾处

理神器，在南湖区8个试点投放了13台，所有数据

纳入“垃非”APP监管。

“垃非”APP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每个环节

都纳入了数据化管理。“垃非”这个名字，即是“垃

圾·非也”的缩写，包含了将垃圾变废为宝的寓意。

采访中，工作人员透露，其实“垃非”还有一个

寓意：它与英文“Life”谐音。

做好垃圾分类，乐享美好生活，大概就是如此。

2014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破解农村易腐垃圾

出路难题，启动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

工作，把农村厨余垃圾变成可利用的资源。

经过6年多努力，全省开展1970个省级分类处

理项目村，涉及11个市76个县（市、区），部署建设

1078 个农村易腐垃圾资源化处理站点，共投入省

补助 5.5 亿元，覆盖 1.44 万个行政村，受益人口数

1153.98 万人，平均日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3358.76

吨，平均年处理120.45万吨。

2020 年，按照集约化多元化

规范化要求，已完成

536 个 项 目 村 ，139

个资源化站

点的建设。

化腐朽为神奇
浙江把垃圾变身资源

陈琴是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人，前几天，她拿出手机，到村里的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用积分

兑换了一箱洗衣液、一箱抽纸和几瓶酱油、黄酒。这些积分，都是她每天扔垃圾赚来的，“一年的油盐酱醋

不用愁了。”

扔垃圾还能赚钱？

是的。因为他们都有安装一款“垃非”APP。

嘉兴南湖区有4个乡镇4.2万农户，4万多户都安装这款APP。这是一款专用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的手机软件。对于很多像陈琴这样的村民来说，每天对着自家分类好的垃圾桶拍一拍，就

能赚取积分，这个积分就是钱，可以去超市兑换商品。

从源头分类，到中端收运，再到末端处理，就这样，南湖区的垃圾通过这款

APP，实现了分类投放、收集、清运、处理、资源化回收等全流程数据化。

装了一款APP，每天拍拍自家垃圾桶能赚积分

这款“垃非”，嘉兴南湖区的农民都爱用
本报记者 朱丽珍 文/摄

开栏语：
垃圾分类，牵着民生，连着文明，事关千家万户。早在 2003 年，浙江就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将农村

垃圾治理纳入五大项目之一。十多年来，浙江农村垃圾分类工作从点到面、由表及里，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最靓底色。

今年，浙江将更大力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联合钱江晚报推出《垃圾分类，“浙”样干》栏目，为你讲述变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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