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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葛一人E语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要要面面子子更更要要里里子子
□孙业文

如果将垃圾进行合理分类
利用，许多垃圾都可以变废为
宝，不仅利于环保，还能提高资
源利用率。近日，记者通过走访
了解到，虽然很多小区和地段都
设有分类垃圾桶，但实际利用率
极低，不少四色分类垃圾桶已经
悄然变成两色。（详见《齐鲁晚
报》8月25日C03版）

2012年济南市历下区投入
近500万元作为分类垃圾桶试
点。四色垃圾桶亮相之初，引来
众多称赞声，分类垃圾桶也一度
成为不少小区和居民的骄傲。如
今3年过去，不少彩色分类垃圾

桶“四变二”，有些甚至成为摆
设，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
垃圾分类试点在很多城市都有
推行，但也都面临不少困难。垃
圾分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不少分类垃圾桶被当做普
通垃圾桶来使用，这是垃圾分类
难的最直观表现，许多人也因此
将矛头指到市民素质上。这其中
固然有市民分类意识差的因素，
但更应该从整个垃圾分类体系
上寻求“良药”。因为垃圾分类是
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源头、中
间和终端不容出现差错，只有如
此分类工作才真正有效。

垃圾分类源头，也就是垃圾
由市民家里到达垃圾桶的过程。

从这一过程来看，市民分类意识
至关重要。若是市民的分类意识
相对较差，将垃圾混合堆放，再
加上督导无法常态化，垃圾分类
当然很难推行。

垃圾分好类后，要由垃圾
清运车运走。若垃圾清运车不
对垃圾进行分类放置，一股脑
地将垃圾倒进垃圾车，即便是
垃圾桶分好类，也会被重新混
合在一块。

最后，分类的垃圾，应当产
生一定价值，垃圾分类才真正有
效和可持续，不然源头分类了，
终端还是混在一起，市民当然会
怀疑分类垃圾桶“然并卵”。而目
前来看，垃圾被运到垃圾场后，

处理的方式只有两种：焚烧和填
埋，并不会对垃圾分类进行回收
利用。

垃圾分类要面子上过得去，
更要里子过硬。市民的习惯的确
需要培养和引导，在这一点上，
相关部门应宣传垃圾分类的习
惯和理念，并以正向激励为主。
如果居民对垃圾顺利进行了分
类还有奖励，不少市民还是乐意
为之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完善
垃圾分类的相关机制，让分好类
的垃圾真正地产生价值。从长远
来看，垃圾分类真正走好，还需
要技术上的突破，让垃圾分类产
生的价值接近甚至大于垃圾分
类所付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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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有么说么

□钟倩

暑假过后，市民刘女士的孩
子就要上幼儿园了，由于所在的
领秀城社区幼儿园全部满员，孩
子只能去单位幼儿园上学。但幼
儿园要求其出示的接种查验证
明，社区卫生站却只能给区内幼
儿园开具，社区称这是系统的要
求，“学校名称”这一栏只能写本
社区的三所幼儿园。(详见《齐鲁
晚报》25日C05版报道)

去别处上幼儿园，光开个接
种证明就挺麻烦，究竟麻烦在哪
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表

示，只能给辖区内的幼儿园开证
明，原因是系统上“学校名称”只
能选择，无法打字。网络系统是
由人来操作，不能打字完全可改
为手写，然后盖上公章，很简单
的流程，为啥非得折腾家长呢？

本来是给人提供便利的网
络，成为让人跑腿的理由，怎么
想都让人不舒服。好在最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刘女士开具
了手写证明，后来系统也已经放
开，能开具具有刘女士所报幼儿
园名称的证明。

其实，网络本应该给市民
“省腿”。拿不少人质疑的“有了

接种证为啥还要开接种证明”来
说，相关部门是出于这样的考
量：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工作
中，出现了查验程序复杂、补种
情况不清、报表统计不准等问
题，由于多联疫苗不断出现，查
验接种证专业难度不断增大，给
学校和家长带来很多麻烦，预防
接种查验证明更加一目了然。不
难看出，开具接种证明是为了避
免失误。小心不为过，而问题是
不应该让市民承担由此产生的
成本。而利用网络，避免市民多
跑腿、走弯路，其实并不难。

比如，通过系统共享的技术

方式替代开证明，以提升服务职
能，岂不是更快捷更方便？有些
地方就推出移动预防接种信息
平台，采取多种途径、智慧管理、
互动服务的新模式，疾控部门可
实现查漏补种与全程监控，掌握
数据，并与相关机构共享数据，
有效地避免开具证明的繁琐。

“互联网+”时代，在类似于
接种证明这样的事情上，网络其
实本可大有作为。多一些服务意
识和精品精神，互联网才能更好
地服务市民，而不是成为“不作
为”的挡箭牌或给市民添堵的那
道墙。

近日，济南大明湖景区内的
王莲，被不少游客当成了“许愿
花”，硕大的叶子上被硬币砸出无
数个小洞。此外，其他不少荷花也
变成了无头莲。景区工作人员表
示，养荷不易，希望游客文明游
园。（详见《齐鲁晚报》25日C06版）

快给王莲找个替身

@朱晓慧：谁会没事儿扔硬
币玩啊，抛硬币的人无非是想博
个好寓意，他们错就错在误将王
莲当成了许愿花。既然有这种需
求的游客不在少数，何不在景区
合适位置设置真正的许愿花、许
愿池，满足游客的需求。此外，还
可试着开辟采摘区，对于在采摘
区摘荷花、莲蓬的游客收取一定
费用，岂不一举两得。

素质碎了一地

@徐国维：类似情况还有不
少，比如在景区内随意踩踏绿地、
攀枝折花等，有的甚至还故意损
坏景区内的雕塑，市民的一个个
自认为没什么大碍的自私行为，
却让环境乃至整个城市蒙羞。采
摘荷花、荷叶也不过是为了一时
好玩，但却会让美丽的荷花死去。

不妨设个提示牌

@甘泉：完全可以对王莲为
何植物、有什么习性、叶子能长多
长、具体的载重量、钩摘莲蓬对荷
花和藕根造成的危害等，通过在
湖边竖起警示牌宣传告知游客，
既释疑解惑，又避免不明就里的
游客破坏景观。尽管有时文明提
示“言之谆谆”，仍可能出现“听者
藐藐”者，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
数，提前提醒比事后弥补要好。

““互互联联网网++””咋咋没没给给开开证证明明省省腿腿

王莲“毁容”

挡箭牌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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