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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垃圾出了门
到底去哪了
25位热心市民感受垃圾处理全过程
文/片 本报记者 赵伟

“垃圾出了门，到底去哪

了？”相信这是很多市民都关心

的话题。9月9日，济南市城管

局在第六个“垃圾减量活动

日”，举办了主题为“走进垃圾

填埋场，垃圾减量从我做起”的

活动，诚邀来自济南市各个行

业的25名市民参观了城市垃圾

处理厂，观看垃圾收集、运输、

处理的全过程。

收集
晚上你最悠闲时

环卫工人最忙碌

每天下班后，当大多数市

民吃完晚饭悠闲地看电视时，

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工作才刚

刚开始。每晚7点到10点是他

们最忙碌的时候，每位环卫工

人要对所负责区域的居民家门

口的垃圾进行袋装收集。市城

管局保洁管理处主任科员孙杰

介绍，环卫工人之所以晚上入

户收集垃圾，是因为这段时间

垃圾的排放最集中，能够达到

当天垃圾排放量的 8 0 % —

90%。

除了入户收集外，环卫工

人还通过其他两种方式进行

收集，楼下的垃圾桶及小区
内的大型垃圾方箱，这些地

方的垃圾将通过环卫部门的车

辆运走。

据了解，济南市每天约有
1500名环卫工人负责收集垃

圾，通过1000多辆三轮车将

收集的垃圾运到垃圾中转

站。

中转
500公斤的垃圾

压缩后还剩200公斤

“这里是槐荫区阳光新路

垃圾中转站，由环卫工人收集

的垃圾都要运到中转站进行压

缩处理。”槐荫区城管局解说员

毕颖介绍。

“这两台机器是干啥的？”

在中转站里，参观市民围着两

台大盒子形状的机器向讲解

员询问。“这是中转站可移

动式压缩中转箱，是用来压

缩垃圾的。”解说员边介绍边

开始演示。槐荫区城管局办公

室主任王斌介绍，“压缩之前
的垃圾重量大约有500公斤，

压缩后也就剩下 200多公斤

了。”

孙杰解释说，由于市民日

常产生的生活垃圾平均含有
20%的水分，而垃圾填埋场离

市中心有30公里，垃圾压缩处

理后，能够有效缩小垃圾的空

间，降低运输成本。

处理
平日随手丢一点

焉知此处已成山

被压缩的垃圾就运到了最

后一站——— 济南市生活垃圾处

理中心。

当25名市民登上中心的垃

圾填埋场时，内心受到极大震动。

整座垃圾山臭味扑鼻，从中心放

眼向四周望去，市民就好像处于

“垃圾沙漠”中一样。“平日随手丢

一点，焉知此处已成山。”不少市

民这样感慨。

“每天进场的垃圾车辆约

有500多车次，自晚间11点至

次日中午12点进场倾倒，工作

人员再利用下午时间进行推

平、压实、覆盖，厚度掌握在10

厘米左右。”解说员王延华说。

据了解，济南市每天产生

近3000吨生活垃圾，90%将进

入填埋场进行填埋。“在新的垃

圾处理厂交付使用之前，预计

这个垃圾场还将增高10米。”垃

圾处理中心负责人张咏梅说。

除了对垃圾进行填埋处理

外，每日还将有200吨垃圾会被

焚烧处理，为了减轻垃圾填埋

产生的污染，中心还建有污水

处理和沼气发电两个处理项
目。

本报记者 赵伟

来自济南市各行各业
的25位市民在参观了垃圾
的整个处理过程后，内心
都受到了很大震撼，他们
深深感受到市民对扔垃圾
这件小事做得还不够。

62岁的季玉兰是一名
退休老师，她带着孙子一
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前
也想过市民产生的垃圾很
多，但看到今天这座垃圾
山，还是很出乎我的意
料。”季玉兰说要把今天所
了解的情况整理出来交给
居委会，让他们一起来发
动市民少扔一点垃圾。“毕
竟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减
少垃圾量还需要全社会的
努力。”

79岁的赵汝林是所有
参观市民中年龄最大的。

赵汝林非常痛心现在的人
们对环境越来越不重视，

他提议除了继续提倡市民

少扔垃圾外，还要从污染
源上着手，比如禁止商品
包装过度，需要国家出台
相应的法律等。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丁言强称，要解决垃
圾问题，应该加强垃圾分
类，回收可以利用的垃圾，

做到资源再生。要做好这
项工作并不容易，必须要
求广大市民有这方面的意
识，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这
项工作，同时垃圾分类的
硬软件设施要跟上。此外，

还要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
排放。

参观市民感受很深

减少垃圾量

需要全社会努力

收集垃圾

电动三轮车将收集的垃圾全部倒在

压缩中转箱的大铲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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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