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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了解字面意思，缺乏更全面知识

六成居民不知垃圾咋分类
本报记者 赵伟 殷亚楠 实习生 郭金凤

本报 2 月 7 日讯 (记者 赵
伟 殷亚楠 实习生 郭金
凤 ) 6 日上午，本报联合济南
市环卫科研所、山东大学社会
实践大学生，对6个小区的居民
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千份调
查问卷。“垃圾分类是好事，希
望能做好这件事情。”不少居民
表示。

历下区垃圾分类即将全面
推广。为更深入了解居民们的意
见，6日上午9时许，济南市环卫
科研所工作人员和20多名山东
大学“筑梦”社会实践队大学生、

“百姓城管”一起，兵分5路，来到
甸柳小区、燕山小区、名士豪庭、

正大城市花园等6个小区，对小
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此次由本报联合济南市环
卫科研所制作的调查问卷共有
10个题目，内容涉及居民家中
垃圾产生量及处理方式、对垃
圾分类看法、对垃圾分类的建
议等。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
进入开放式小区、封闭式小区
和单位宿舍等社区，针对不同
年龄段、不同人群进行调查，力
求调查全面。由于天气阴冷，加
上又不是周末，在小区里碰到
的居民较少，有些大学生只好
深入到小区居民家中调查。在
一上午的近三个小时调查活动

中，发放调查问卷近千份，共有
近千名小区居民参与了问卷调
查。

“垃圾分类是好事，我们都
非常支持。”在调查活动中，八成
以上居民对即将开展的垃圾分
类非常支持，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加强宣传，让小区居民对垃圾分
类有更多了解，做好这件事情。

济南市环卫科研所所长高
发车称，本次调查问卷发放时确
保了问卷填写的有效性，通过调
查问卷汇总起来的居民意见将
会尽快形成报告，并送给城管部
门，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提供一
些建设性意见。

济南市民谈日本分类垃圾见闻：

一个可乐瓶要分三部分扔掉
本报记者 林媛媛 赵伟

近日，本报对历下区近期将
推广垃圾四色分类进行了连续
报道，受到市民的热议。2月1日，
经常在日本居住、对垃圾分类深
有研究的62岁济南市民孟凡模，
向记者介绍了日本成熟的垃圾
分类情况和自己的认识。

不同垃圾袋

盛不同垃圾
孟凡模家的厨房里，有一个

专门的空间摆放着三个垃圾袋，
里面分别盛放着废纸、废硬塑料
和废软塑料。这是孟凡模多年的
习惯，而这个分类方式是孟凡模
从在日本的女儿家借鉴的。“女
儿在日本结婚生子之后，我和老
伴每年都要去住几个月。”到了
日本，最吸引孟凡模的就是日本
的垃圾分类处理办法。

“日本普通老百姓家里一般
都放4个不同的垃圾袋，分别盛放
废纸、塑料、玻璃和厨余垃圾。”孟
凡模说，日本人的垃圾袋由不同
颜色字体标注盛放的垃圾种类，
按照规定盛放垃圾。“不同的垃圾
要在规定的时间放在规定的位
置，到时候由回收单位统一收
走。”孟凡模告诉记者，日本人没
有卖废品这一说，包括报纸在内
的所有垃圾都必须按规定放好。

孟凡模介绍，在日本，市民
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
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扔
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袋中。瓶盖
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
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回国后，孟凡模摸索出了一
套自己的垃圾分类办法，那就是
能卖掉的垃圾绝不扔掉。“这不
是为了赚钱，只是希望这些垃圾
能回收利用，发挥价值。”孟凡模
一直有一个信念：没有无用的垃
圾，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你看这些不能卖只能扔掉
的垃圾，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利用
的资源。”孟凡模指着厨房的厨
余垃圾和客厅垃圾桶里的干果
壳说，在日本这些都是可以发电
的原料。

每天扔啥垃圾

都有时刻表
“在日本，不仅生活垃圾要

分得很细，就连扔垃圾的时间和
地点也规定得很细。”孟凡模拿
着从日本带回来的几个垃圾袋
说，日本人大都会到指定地点购
买这种特制垃圾袋，不同容量的
垃圾袋价格不同，其价格包含了
部分垃圾收集和处置的费用。

“这个垃圾袋是用来盛放不可燃
烧垃圾的，这种垃圾的收集时间
在当日的8点钟结束。由于垃圾
袋是收费的，不少市民为节省费

用，往往仔细地将垃圾折叠、挤
压和垒放，以提高垃圾袋的容积
使用率。”

孟凡模介绍，在日本，不少
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
一张是电车时刻表，另一张就是
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7天，回收
垃圾的种类每天各不相同。居民
需要在当天早晨 8点垃圾清运
前，把垃圾堆放到指定地点，不
能错过时间，否则就要等下周。

“每年的12月，不少居民还会收
到一张来年的特殊年历。”孟凡
模称，每月的日期都由黄、绿、蓝
等不同的颜色标注。在年历的下
方注有说明：每一种颜色代表哪
一天可以扔何种垃圾。年历上还
配有各种垃圾的漫画，告诉人们
不可燃的垃圾都包括哪些、可回
收的垃圾都包括哪些，使人一目
了然。有了这张年历，在这一年
里，人们都要按照年历的规定日
期来扔不同的垃圾。

垃圾回收

完全产业化
孟凡模观察发现，垃圾分类

在日本已成为民众的一种自觉
行为，即使没有任何监督也会严
格执行。

其实，日本早就制订了“废
弃处置法”，规定如果市民违反
规定乱扔垃圾，会被警察拘捕并
课以3万-5万日元的罚款。但是，
日本民众的自觉性已经不太需
要法律的威慑。“我的小外孙才
上幼儿园，对这些基本的垃圾分
类和环保知识已经非常了解，有
时候还会督促我。”孟凡模说。

这样的结果与日本政府的
环保管制和宣传得力是分不开
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
育，超市里的垃圾袋外包装上也
都会注明此类包装属于什么样
的可回收资源。”孟凡模表示，习
惯养成之后，看似繁琐的垃圾分
类真正做起来其实并不难。

跟中国不同，日本的垃圾回
收车只负责清运某一类的垃圾，
而不是把所有垃圾一起清走。

“收报纸的只收报纸，收塑料的
只收塑料。”孟凡模介绍说，这是
因为收废品的车辆和工作人员
都属于某些特定的商业机构，所
以他们只负责跟自己相关的废
品。“比如说造纸厂就只收报纸
和废纸，其他垃圾不管。”

垃圾被不同的厂商拉回去
之后，就变成了生产原料。“比如
说家庭中最常见的厨余垃圾，在
日本全都用于发电。免费的资
源，厂商何乐而不为呢？”孟凡模
告诉记者，不光垃圾政府不用
管，日本的街道上连扫马路的环
卫工都没有，全靠各个家庭和单
位“自扫门前雪”。

格背景新闻

本报联合济南市环卫科研所进行问卷调查

八成以上居民支持垃圾分类

一个家庭

日产垃圾多达6斤
在问卷调查表中，第一个问

题就是估算居民家中产生的垃圾
重量。调查结果显示，开放式小区
和封闭式小区两类小区的家庭垃
圾日产量相差很大。封闭式小区
垃圾日产量一天在2斤左右的家
庭，占比例为43%，垃圾日产量在
一斤、三斤的家庭则占到了20%。
开放式小区一般则为每天4斤，也
有个别居民反映家中生活垃圾排
放很多，可达6斤左右。

“现在居民家庭日产垃圾量
比以前有所增加。”济南市环卫
科研所所长高发车介绍，以前每
户家庭垃圾日产量在2斤左右，
现在普遍达到了2斤多，主要原
因是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的垃圾
量也会有所增加。对于开放式小
区居民产生垃圾量比封闭式小
区多的原因，高发车解释称，开
放式小区居民有的没有开通双
气，燃烧蜂窝煤产生的垃圾量
大，总垃圾量自然要多。

对家庭垃圾如何处理的问
题，大部分居民称，会将一些报
纸、酒瓶等废品出售，其余的则
全部投放到垃圾桶。济南市环卫
科研所负责人称，这种处理垃圾
的方式也符合大多数市民处理
垃圾的情况。目前，由于没有对
垃圾进行细分类，大多数居民将

垃圾混合后扔进垃圾箱。

六成居民

不知垃圾咋分类
在问卷调查中，8成以上的

居民对垃圾分类表示支持，认为
垃圾分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应积极参与”。封闭式小区和
开放式小区分别有 8 3 . 1 % 和
81 . 25%的居民表示，“如果家周
围有分类垃圾桶的话，愿意将垃
圾分类投放。”

在甸柳二区调查时，由于小
区从去年开始就进行试点，不少
居民已经了解到了垃圾分类的
政策，对垃圾进行了分类投放。
小区3号楼楼长李文庆称，垃圾
分类利国利民，对资源能够进行
最大程度的利用，是件好事。

大多数市民对垃圾分类虽然
支持，但仍只理解字面意思，6成
以上的居民希望了解关于垃圾如
何分类方面的知识。正大城市花
园小区3号楼的高伟岩先生表示，
进行垃圾分类是好事，但是怎么
分、分哪几类，他一点也不清楚。不
少居民认为，在开始垃圾分类的时
候，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这也是垃圾
回收实施过程中最困难的。

济南市环卫科研所负责人
称，这个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缺
乏知识普及，现在大多数居民对
垃圾分类只有简单的了解，缺乏

更全面的知识，这也说明垃圾分
类知识普及的重要性。

多数居民认为

垃圾袋不应由自己买
在垃圾分类回收袋应该由

谁出钱购买问题上，两类小区意
见相差很大。46 . 8%的封闭式小
区居民认为应该由小区物业来
买，27 . 7%的封闭式小区居民认
为应由国家来买，25 . 5%的居民
认为应自己出钱。而在开放式小
区，有81 . 3%的居民认为应该由
国家出钱购买，12 . 5%的人认为
该由物业出钱，只有6 . 2%的居
民认为应由自己掏钱。

燕山小区居民王女士认为，
垃圾分类回收是政府部门应该
倡导的一个事情，在实行初期，
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推动，这样也
能够提高居民参加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也有不少居民认为，垃
圾回收袋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政府部门或者小区物业
应该来负担。

在是否应对垃圾不分类的
家庭进行处罚这一方面，85 . 1%
的封闭式小区居民表示支持，在
开放式小区也有87 . 5%的居民
表示赞成。不少小区居民称，如
果真的实行了垃圾分类，就应该
有严格的规定，出台处罚措施可
以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承担起自
己的责任，让大家养成好习惯。

6日，本报联合济南市环卫科研所、山东大学社会实践大学生，就垃圾分类问题对近千名
市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区居民家中产生垃圾数量递增，6成居民对“垃圾分类”
了解只限于字面意思，不清楚究竟怎么分类。

山东大学社会实践大学生对小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问卷调查。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在日本，没有摆放垃圾箱的地方，按照规定，市民在每周特定时
间把特定垃圾分类放在指定地点。 (孟凡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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