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时髦有趣，所以分类，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五年之际，对垃圾分类有自己

旻理解的小 宇，他的坚持可用来

回应对于上海垃圾分类能否持

之以恒的疑惑。

推进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

的这五年，上海用心用情做好宣

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

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

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最新公布的“成绩单”反映

了上海对“新时尚”的认同和践

行：今年前 5 个月，上海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出量为

7627 吨/日、2.1 吨/日、9111 吨/
日，干垃圾清运量为 17060 吨/
日。与 2019年 6月的数据相比，
“三增一减”效果显著，湿垃圾增

加 70%、干垃圾减少 17%。
目前，97%的市民已自觉履行

分类义务，全市居住小区分类达

标率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施行前的 15%提高到了 95%。

环境更友好

对分类投放垃圾的过程进

行强有力的约束，尤其是限定投

放点和时间，能确保有限的人力

对投放者的分类情况进行高效

监督，逐步将外部监督压力转化

为投放者内心分类的自觉。

然而，当制造“麻烦”的目的已

基本达成，人们基本养成了分类习

惯，是否该把“方便”还回来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前后，2.1万个投放点经
历了一轮改造以适应新的分类

要求，但它们中的一些在设计时

欠缺考量，又或者经过高强度的

使用，如今老化破损。

天际花园小区两座垃圾箱

房此前就有投放口的设计问题，

日均 25 桶至 40 桶的干垃圾明
显多于其他三类垃圾，但投放口

的数量和大小却“一视同仁”。

“晚高峰”时，挤在臭烘烘的垃圾

箱房前排队，让不少居民发了牢

骚，个别居民虽然分好类，但不

想多等一秒，扔下垃圾袋就走。

“当大部分居民养成了分类

习惯，跟不上居民生活规律、满

足不了大家合理需求的规定应

该有所调整。”徐汇区绿化市容

局副局长曹丹俊表示，徐汇区正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投放点的改

造提升，今年，全区 269 个小区
计划对垃圾箱房实施专项更新，

目的之一就是让分类投放的环

境更友好。

经过改造，天际花园小区的

垃圾箱房有了两个干垃圾投口，

排队问题缓解；体型较大的可回

收物设专区分类堆放；所有投口

设自动感应开关，挥一下手，盖

板自动抬起，不再脏手；湿垃圾

专设冷库，“冻”住异味。

投放环境更友好了，限时投

放规则也变宽松了。以前早上、

中午、晚间三个时段各开放 3个
小时，现在 24小时都可以投放。
“‘晚高峰’没了，上夜班和喜欢

吃夜宵的居民特别开心，不担心

排队和错过，垃圾不在家里过

夜。”物业经理孙燕青表示，改造

前，每天早上总有十几包垃圾扔

在箱房门口，改造后，极少出现。

因环境友好而坚持分类的，

还有紧邻泰州路垃圾箱房的均

泰丽轩小区 5号楼、6号楼居民。
由于小区内部空间紧凑，楼

道里的垃圾桶短驳到沿街垃圾

箱房，等候清运单位收运。过去

十多年，因为信息不对称，摸不

准垃圾车抵达时间，经常发生垃

圾桶在路边等上两三个小时的

情况，异味和收运时的噪声成了

顽固的扰民问题。

改变在今年发生，曹家渡街

道开辟了 3条“生活垃圾清运公
交站牌式精准报时示范线路”，

均泰丽轩小区是湿垃圾线路 10
个收运点位的第 7 站。早上 9
点，保洁员看了一眼箱房外侧的

电子屏幕，预计到站时间为 9点
15分，便将湿垃圾桶推到路边。9
点 13分，驾驶员肖正康驾车到
站，仅用不到 5分钟就清空垃圾
桶，赶往下一站。

“以前五楼以下都能闻到臭

味，现在几分钟就结束了，大家

感受到了坚持分类的好处。”居

民代表郑丽萍说，用垃圾分类换

来更整洁的环境，这样的意义特

别有说服力。

排放更低碳

五年里，“新时尚”用更深刻

的意义、更丰富的价值获得认同，

激励 2400万人坚持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除了让小区环境

更好，还能改善全球气候？和平

小区的曹英红起初觉得这是遥

不可及的“大道理”，直到走进老

沪闵路上的碳汇科普体验馆。

际霖环保项目经理徐明宽指

着“旧物再生”小程序页面说，他

刚刚扔了 3公斤旧书，按市场价
可拿 1.8 元，同时收获 1.8 个“碳
积分”，还能看到这次分类投放减

少了 1.47公斤的碳排放。当攒到
70个“碳积分”，可兑换一支 140
克的品牌牙膏。如果投放更多可

回收物、减少更多碳排放，还能兑

换肥皂、洗洁精、马克杯、环保袋、

收纳盒、钢笔等商品。

打开小程序，曹英红称自己

是“减碳大户”，今年以来，她分

类投放了 182公斤可回收物，贡
献了 145公斤减碳量，不仅兑换
了“买菜钱”和生活用品，还意识

到这些可回收物进入循环处置

链条相比当干垃圾焚烧或填埋

减少了碳排放，“我从没想到垃

圾分类噶结棍（这么厉害）！”今

年以来，周边居民通过小程序预

约上门回收或到体验馆投放可

回收物，累计减碳超过 48吨。
在城投宽庭·江湾社区，借

助正在试点的“低碳管家数智平

台”，2800 多位居民也直接感受
到了垃圾分类的环保价值。

“小龙虾壳很容易被当作干

垃圾，如果正确扔进湿垃圾桶，

在末端处置环节变成有机介质，

最终返回土壤，相比焚烧可大幅

减少碳排放。”上海城投城市发

展研究院研发中心研究员张天

伦介绍，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和垃

圾桶底部的称重装置，可以分析

出居民投放的垃圾类别和重量，

计算出减排量，再换算成积分，

计入居民的减碳账户。

不久的将来，居民减碳账户

将复制推广到更多社区，最终目

标是和上海碳普惠平台对接。

碳普惠是为了鼓励公众的

节能减碳行为而建立的正向引

导机制，能够记录和量化公众的

低碳行为，通过商业、交易市场

和政策等方式来引导和激励公

众形成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垃圾分类减碳的意义重

大，非常适用碳普惠来持续巩固

推进成效。”上海环境卫生工程

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副主

任毕珠洁表示，去年 9月起，上
海绿化市容部门联合 14家单位
组成了政产学研团队，形成的方

法学已在主管部门备案，有待改

进和论证。

目前得到了初步结论：以上

海 2021 年的实际数据计算，上
海垃圾分类全过程一年减少碳

排放约 117万吨，居民源头投放
和后道环节的贡献比约为 7:3。
按具体种类来分，每正确分类 1
公斤湿垃圾，全程减少碳排放

0.1公斤至 0.36公斤；每正确分
类 1公斤可回收物，全程减少碳
排放 0.2公斤至 0.25公斤。

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如果该

论证通过且成立，未来将让市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得到碳减

排的补偿，从而获得经济效益，

有助于构建一个新的垃圾分类

价值认同闭环。

分类更精细

在许多推行垃圾分类的国

外城市，分类的不断细化和调整

是必然趋势。随着公众对垃圾分

类意义、价值认知认同的加深，

这一趋势在践行“新时尚”五年

的上海开始显现。

五年前，晶品购物中心还是

城管部门突击检查发现混投垃

圾的“差生”，五年后，这里蜕变

为精细化分类典型。

早上八点，晶品购物中心尚

未开门营业，地下一层的垃圾中

转站已忙碌起来，保洁师傅将纸

板和泡沫塑料分别放入对应的

压缩机，还有一台塑料粉碎机，

将各类杂塑料粉碎成几厘米大

小的碎块，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运

输、降低成本。

每种设备只能“吃”下对应

种类的可回收物，想要维持正常

运转，离不开商户的配合。在 6
楼露台，鲜主火锅店专门租了一

块区域用于可回收物分拣。“看

似麻烦，其实省去了麻烦。”店长

黄来先表示，及时分类，可大幅

缩减清运成本。

“在别人看来麻烦的精细化

分类，在商户看来反而是省心，

正是这份认同感，让我们坚持把

四分类升级为八分类。”精品购

物中心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乔

云恒介绍，目前商场内 80多家
商户都支持八分类，将可回收物

细分为玻璃、金属、塑料、纸、废

旧纺织品。为鼓励精细化分类，

商场允诺让优秀商户优先选择

电子屏幕广告投放档期，其他线

上线下的宣发资源、评优奖励也

会向优秀商户倾斜。

投放更方便、环境更友好、价

值更凸显，这些都是激励精细化分

类的重要因素，但核心“推手”是末

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能力，它们

有效运转，才能让公众相信分类的

努力“必有回响”，这样构建的价值

认同“闭环”才最坚固。

上海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正是这样做的：推进全程分类

体系建设，让大家持续的付出不

白费。在收运端，严格“专车专

运”，配置四分类清运车 5000多
辆；建成 1.5万个服务点、205个
中转站、14个集散场，推动资源回
收体系有效运转。在处置端，通过

建设焚烧设施 15座、湿垃圾集中
设施 9座，使每天的生活垃圾焚
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从

2018年底的 1.4万吨增加到 3.6
万吨，“十四五”末将达到 3.9万
吨。2021年 11月底，全市提前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健全有效的收运处置体系

激励源头分类，而公众对垃圾分

类意义、价值认知认同的加深，

也给收运处置体系打了一剂持

续转型升级的“强心针”。

老港基地里的上海生物能源

再利用中心二期厂房内，生产运

行主管倪宇晟抓起几根虫干投入

观赏鱼缸。与鱼缸一墙之隔的是

现代化的黑水虻工厂，产能开足，

这里一天可消纳 50吨湿垃圾。
“源头分类越来越好，湿垃

圾分出量稳定增长，让三期项目

有了‘底气’。”倪宇晟表示，上海

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三期项目

预计 2025 年建成，届时，一期、
二期、三期一起发力，可消纳上

海每天产生的近一半湿垃圾，将

4500吨湿垃圾转化为用来发电
的沼气，或者新型饲料、肥料等。

黑水虻工厂也随之扩容，湿

垃圾消纳能力有望提升至 450
吨/日，每天生产近百吨鲜虫。
“一般 7到 10天，就能完成从虫
卵到五龄幼虫的生产周期。每吨

市场价在 2000元至 4000 元，是
十分抢手的水产养殖饲料。相比

鱼粉上万元每吨的报价，黑水虻

鲜虫、虫干粉相当有竞争力。”倪

宇晟透露，工厂还在研究宠物食

品、虫蛋白等赛道，湿垃圾的前

景因市民的持之以恒而变得更

美好。 渊据上观新闻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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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减碳 117万吨
上海新一轮垃圾分类满五年
雨水连绵袁南丹东路上的天际花园小区袁往返垃圾箱房的路

途有些辛苦袁解旻宇却乐此不疲遥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尝试
垃圾分类袁如今上三年级的他分类了五年袁热情不减院野我觉得新的垃
圾箱房长得像变形金刚袁很有趣浴 很时髦浴 冶

冶
垃圾车啥时候到袁看一眼屏幕就知道

天际花园小区改造后的垃圾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