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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两道坎：意识淡薄 硬件不硬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包其乐木格 徐 娇

每天都要二次分拣
8月16日早晨，在呼和浩特市巨海城

九区，环卫工赵得军像往常一样开着垃
圾清运车来到小区清运垃圾，每个单元
门口分别摆着3个一米多高、蓝绿灰不同
颜色的垃圾桶。

赵得军熟练地打开垃圾桶盖，先把
蓝色垃圾桶里的纸箱、泡沫、玻璃瓶、塑
料瓶等可回收的垃圾分拣出来，倒在垃
圾清运车对应的蓝色垃圾桶里，然后又
把绿色垃圾桶内的果皮、菜叶等餐厨垃
圾倒在相应颜色的桶内。最后把剩下的
垃圾倒在灰色的垃圾桶内，拉到垃圾转
运站统一处理。

巨海城九区是呼和浩特市首个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的每个垃圾桶上都张贴
着醒目的分类标识并举例，让居民投放
时一目了然。此外，在小区公共区域还安
置了智能饮料瓶回收机和废旧衣物收集
箱。

“小区垃圾分类从去年4月就开始运
行了，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还是不高，一
些居民即使在家分好了，扔垃圾的时候
为图方便，仍然就近把垃圾抛进一个垃
圾桶内，我们每天还得重新二次分拣，无
形中增加了一道工序。”赵得军说。

垃圾变废为宝
垃圾分类到底有什么意义？巨海城

九区的李女士深有感触。她住的一楼有
个小院，每到春天都会种些西红柿、黄瓜
等瓜果蔬菜，种植用的有机肥就是小区
餐厨垃圾降解后的产物。“我不定期会到
小区西侧的厨余垃圾降解中心免费领取
有机肥，种花种菜，长势特别好。”在李女
士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小区西侧的一座
厨余垃圾降解中心。

降解中心放置着一台降解机，与想
象中不太一样，这里干净整洁，并没有厨
余垃圾刺鼻难闻的味道。工作人员打开
降解机中间的小门，用铲子从里面掏出
很多黑褐色的碎末状物质给记者看。“这
就是降解后的有机肥料。每天分类收集
的厨余垃圾都会被放进这台机器内，然
后添加降解菌，经过热处理，最终变成了
有机肥，这些有机肥就成了居民种花种
菜最好的肥料，凡是有需要的居民都可
以免费领取。垃圾产自于民，又用之于
民，这样的循环利用让不少居民切实在
垃圾分类上有了获得感，也有效的促进
了居民垃圾分类。”呼和浩特市城环环境
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垃圾分类项目部负责
人刘伟告诉记者，巨海城9区共有36栋住
宅楼1564户居民，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小
区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已经从原来
不到30%增加到50%。这其中，给每家每
户发放的分类垃圾桶和每月定期发放的
60个可降解垃圾袋也功不可没。

多数市民分不清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今年呼和浩特

市很多公共区域都投放了分类垃圾箱，上面
写着“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或者

“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桶上还用图清楚的
标识着纸类、塑料、金属、玻璃，其他垃圾标
识着厨余垃圾、废电池、砖瓦尘土、日用化学
品等，有的垃圾桶还设置了烟蒂收集处与废
旧电池收集处。

记者沿街查看了二十多个垃圾桶，发现
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内的东西
几乎没有区别，很少有人按照标识区分投
放。除了市民对垃圾分类方面知识一头雾
水，就连环卫工人也对如何分类一知半解。

8月17日早晨，记者在金桥开发区阿拉
坦大街见到了63岁的环卫工人高明忠。每天
凌晨5点，当许多人还在梦乡，他已经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高明忠负责阿拉坦大街一公里
的路段，他沿街检查每个垃圾桶，然后把可
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内的垃圾统
一倒进了清运车。

“我看这些垃圾桶都写着可回收垃圾和
不可回收垃圾，难道在清运的时候都不区分
吗？”面对记者的疑问，高明忠无奈地解释：

“桶是区分的，但是市民在投放垃圾的时候
基本都是混合投放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
法，更没有功夫二次分拣。”

记者问是否知道垃圾到底分哪几类？高
明忠告诉记者，他只知道废纸、烂铜烂铁、矿
泉水瓶之类属于可回收的，再多了也分不
清。

硬件设施成推行硬伤
根据呼和浩特市垃圾分类工作部署，垃

圾分类收运处置涉及公共机构、相关企业、
沿街商铺、居民社区，按照“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4种类别进
行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力争到2020年底前
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然
而，在推行的过程中却阻力重重。

有不少居民提出，垃圾分类涉及到分类
投放、分类处理、分类运输，即使他们在家都
将垃圾分好类，并按照垃圾桶上标注的“可
回收”和“不可回收”分别投放，但是清洁工
在清理小区垃圾时基本是混合在同一辆运
输车上拉走处理，那所谓的垃圾分类工作就
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呼和浩特市环卫局宣传科科长张晨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呼和浩特市目前日
产生活垃圾约2000吨，做好垃圾分类不是一
天两天就能促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前除了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差，后期资源循
环再利用的硬件设施不完善也是主要问题，
还有待加大资金投入，引进相关企业，让老
百姓明明白白知道垃圾怎么分，分好的垃圾
怎么送怎么处理，建立一整套的垃圾分类体
系，形成与当前生活垃圾产生相匹配的末端
处置能力才行。

呼和浩特市从2018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工作，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处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工作指导意见》，力争到2020年底前全市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记者近日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呼和浩特不少小区以及街道分类垃圾桶虽然已经到位，但是市民垃
圾分类意识差，末端处置的硬件设施不完善，分拣工作还未全面展开，即使打造了一些试点小区，推行起来还不理想。

分类垃圾箱形同虚设
闻都新苑是今年赛罕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试点小区。8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闻都

新苑，发现小区大门口西侧摆着一台智能垃圾分类设备，设备包括积分兑换和垃圾袋发放
一体机、智能分类可回收箱、有害垃圾收集箱。其中，智能分类可回收箱又分纸张、塑料、金
属和玻璃，有害垃圾收集箱则用来回收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化妆品、灯泡、灯管、日用化学
品、电子产品等。据介绍，在智能分类可回收箱前，居民拿出登记有个人信息的二维码智能
卡在对应的垃圾箱上一扫，箱门就会自动打开，居民只需投入垃圾，箱体就会自动读取物
品重量，然后变成积分存到二维码智能卡上。攒够一定积分，还可兑换饮料、香皂等物品。

不过，不少小区居民反映，这台智能垃圾分类设备看着虽然很高大上，自安装以来却
一直处于未通电状态，根本不能开机使用，且大部分居民并未办理过二维码智能卡。

记者随后就此事来到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闻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小区保洁的
一位姓范的主管告诉记者：“这台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投放半个多月了，是由浙江联运环境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运营，但是目前该公司负责人回杭州了。”

记者在小区观察了一上午发现，除了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小区每栋楼前还设置了两个
崭新的分类垃圾桶，黑色的为其他垃圾，绿色的为厨余垃圾。不过，真正按照分类去扔垃圾
的居民寥寥无几。

业主陈先生告诉记者：“从未有人通知我们办理二维码智能卡，而且也不知道智能垃
圾分类设备到底如何使用，垃圾如何正确分类。”

同样困惑的还有业主孟女士，她告诉记者：“小区有了分类垃圾桶后，我在家里会简单
把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区分开后分别投放，但是看到清洁工在清理垃圾时，又混装倒在了
一起，那这垃圾分类又有什么意义？”负责小区的清洁工李三毛向记者证实了此事，虽然有
分类垃圾桶，但他平时打扫的时候从不进行分类，都是“一锅端”倒在了垃圾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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