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日，四位代表委员
来到居民陈祖光家中，陈祖
光说，最多的就是餐余垃
圾，扔的时候就注意分开，

“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现在
已经慢慢习惯了”，垃圾在
家分好了，提到楼下，找到
对应颜色的垃圾箱扔进去
就行了。

陈祖光所说的垃圾箱
就在小区楼下，共有红、绿、
蓝、黑四种颜色，箱体上分
别标有“有害垃圾”、“可回
收垃圾”、“餐余垃圾”和“不
可回收物”等字样。

代表委员走近垃圾箱
掀开顶盖，看见红色箱子内
放着灯管、灯泡等垃圾，绿
色箱内是纸盒、饮料瓶等，
蓝色箱内则是一些剩饭菜。
盛放垃圾最多的是黑色垃
圾箱，现场摆放的两个黑色
箱子都装满了炭灰。

在之后进行的座谈会
上，济南市历下区甸柳街
道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主
任陈叶翠说，经过一段时
间试点，居民的意识已经
得到很大提升，“有些没试

点楼上的居民都来打听啥
时候也搞分类”。

“的确还有部分居民不
能把垃圾准确分开。”陈叶
翠说，“昨天就发现二区三
号楼有人把炭灰放进了餐
余垃圾的箱子里。”

省人大代表马广业认
为，过去大家都把垃圾随意
地放到一个大垃圾桶里，现
在要分类装垃圾，这个习惯
马上改变不容易，现在最关
键的是培养大家的分类意
识。

“初期阶段出现这种
情况的确难免”，省人大代
表王富勇建议，能否考虑
在垃圾箱上面安个摄像
头，做个记录，这样谁做得
不好，可以起个监督作用，
居委会也好给他提个醒。
但他并不主张对这样的居
民实施“硬性”教育，“得感
化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分
类的意义，否则他们可能
更不愿意做了”。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王光照 见习记者 齐金
钊 实习生 袁苗

垃圾分类到底如何实
施？我国台湾的台北市、新北
市等地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走在新北市的街头，很难发
现有垃圾箱。新北市环保部
门办公室负责人解释：“在我
们这里，垃圾不落地！”

“那垃圾在哪儿？”“现
在在居民手里，到时候会在
分类后统一上交给清洁
队。”他回答道。

每天下午5点10分，是
新北市八里区中山路街道
居民集中交垃圾的时间。沿
街居民们早就等候在路边，
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几个
垃圾袋，鼓鼓囊囊的，还有
一只塑料桶，里面盛满了厨
余垃圾。不一会儿，清洁队
的 3辆垃圾回收车准时开
到，居民依次将厨余垃圾、
普通垃圾分别放置。

垃圾分类后，像一次性
筷子、饭盒、纸巾等都可以

装到环保部门指定的垃圾
袋中充当垃圾费。结果是，
垃圾的量减少了，垃圾费支
出也随之减少。

居民的垃圾回收运输
到了清洁队后，还会有更严
格细致的分类。在清洁队，
垃圾被分成了纸类、铁类、
铝类、玻璃类、塑料类、光碟
片、干电池、机动车辆、轮
胎、铅蓄电池、电子电器、资
讯物品、照明光源、平板容
器、非平板容器、行动电话
及其充电器等，有序摆放，
纹丝不乱。厨余垃圾，全密
封在桶里，又分为养猪厨余
和堆肥厨余。

经过如此精细化分类
回收再利用后，真正到最后
需要处理的垃圾只占到总
回收垃圾的30%。不可回收
的、真正需要处理的垃圾也
不是填埋了事，而是进入了
焚烧处理厂。（综合）

本报济南 2 月 2 2 日讯（记者
马云云 王光照 见习记者 齐
金钊 实习生 袁苗）2 2 日，本报
组织代表委员考察济南生活垃圾

“四色”分类情况。实地调查后，代
表委员们表示，一方面要培养居民
的垃圾分类意识，另一方面，垃圾
的最后处理环节很重要，应尽快完
善资源化回收。

上午9点30分，省人大代表、禹城
市房寺镇邢店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富
勇，省人大代表、济南市历城区金刚
纂村党支部书记马广业，省政协委
员、山东大学教授盛玉麒，省政协委
员、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镇长赵
家富一行四人，来到济南市历下区甸
柳街道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二区。这
里是济南市最早实行生活垃圾“四
色”分类试点的区域。

垃圾能否定时丢弃？

目前，在这个小区，为了指导居
民将垃圾正确分类，社区志愿者不定
期在垃圾收集点监督，发现有分类不
正确的居民，会及时提醒。

但是监督员不可能24小时盯着，
省政协委员盛玉麒建议，可以学习日
本定时丢垃圾的规定，大家商定每天
的两个固定时间，一早一晚统一丢
弃，可以让每户居民轮流值班做监督
员，其余时间将垃圾箱上锁。甚至可
以出台适当的奖惩办法，比如做得好
的居民就多发垃圾袋。

不过，有人认为目前实行这样的
做法并不太切合实际，“这个建议好
是好，但得考虑年轻人，大家上班时
间不一致，有些是夜班，万一来扔垃
圾的时候箱子被锁了，扔得满地都是
怎么办？”

如何处理才最关键

“现在分类好了，将来这些垃圾

怎么处理？”这成了代表委员最关心
的话题之一。省政协委员赵家富认
为，垃圾分类最后处理环节非常重
要，老百姓前期费了好大劲将垃圾分
装了，如果最后没能分类处理，就会
前功尽弃。

以往垃圾焚烧、填埋这些方式都
是无害化处理，而垃圾分类后处理是
资源化处理，这样既能保护环境，还
能将资源再生利用，一举两得。

对此，环卫部门有关人士介绍，
目前历下区垃圾分类收集后，将充
分利用各街道办事处设置的物资回
收点，将大件废旧物等可回收垃圾
暂时存放，定期处理，并配置专人管
理。

记者了解到，到2014年，济南东
部新区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中心建
成投入使用后，将用专用垃圾压缩车
分别收集不同类型的生活垃圾，并分
类运输至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中心
及可回收物资分拣处理中心。

代表委员实地调查垃圾“四色”分类

分类只是开始
如何处理是关键

垃圾分类的“台湾样本”

居民路边排队交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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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到济南甸柳一居考察垃圾分类处理。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绿色：可回收物(包括生活垃圾
中未污染的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
源利用废物。比如：废纸、废塑料、废
金属、废玻璃等。)

蓝色：厨余垃圾(指家庭产生的
有机易腐垃圾，包括食品交易、制作

过程中废弃的和剩余废弃的食物。
比如：米饭、面食、过期食品、菜根菜
叶、骨头、果皮、茶叶渣等。)

红色：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
和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
物质。比如：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药

品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废温度
计、废胶片、废相纸、废电池等。)

黑色：不可回收垃圾(指除前三类
以外的其他生活垃圾。比如：废弃纸
巾、烟蒂、花盆、床单、鞋类、球类、陶瓷
制品等。) 本报记者 王光照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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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四色”分类格小知识

代表委员到居民家中实地考察。郭建政 摄

仍有居民弄混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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