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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垃圾圾十十年年翻翻一一番番，，处处理理厂厂有有点点撑撑
济阳第二垃圾处理厂长期超负荷，“援军”却爽约一年多

垃圾这么多
乱扔更添乱
专家称治理需靠法律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于成君

目前来说，济南面临的不仅
仅是垃圾过多这一问题，垃圾被
随地丢弃也大大增加了环卫工人
的工作量，而现在社会还缺乏对
这种行为的处理机制，仅靠人们
自我约束，很难杜绝这种不文明
行为。

每逢体育场有大型活动，原
济南市机扫大队二中队的李班
长，都会严阵以待。“得提前安排
保洁人员，从晚上六点开始就得
先捡拾着。第二天一早提前半小
时到岗，比平时多增一倍的人，也
得从凌晨四点干到七点半才能扫
完。”

李班长说，赛事过后，像包装
盒、纸、塑料袋等，常被扔得遍地
都是。“绿化带里、人行道上，铺得
满满的。”六个保洁员要扫满近十
个大垃圾袋，光竹签就有上千根。

“保洁员经常被扎破手。”
一些景区和山体、河道也不

能幸免。泺口黄河风景区自开放
以来，就屡现游客垃圾堆里“游
玩”的“奇景”。仅小清河，每天清
理出的垃圾就多达20吨。

其实对于乱扔垃圾的行为，
人们的看法早已统一，但在撂下
一句“没素质”之后，真正能约束
自己，甚至出言维护公共环境的，
却少有人能做到。

“指责别人乱扔时理直气壮，
自己回头该咋扔咋扔。”济南市民
张女士，发现身边一些“道德卫
士”，也很难做到约束自己。也有
市民从心理角度分析垃圾乱扔背
后的原因。省城市民韩先生觉得，

“破窗效应吧，当地面有垃圾的时
候，有些人会觉得反正脏了，那就
扔吧。”

行人随意扔个烟头纸屑，对
于保洁员来说就多了一次弯腰捡
拾。遇见这种情况，不少保洁员

“会劝一句，但不听也没办法，只
能跟在后面慢慢捡”。

一味劝说不管用，济南也曾
采取过罚款的方式，来遏制垃圾
乱扔陋习。2012年8月，济南开出首
张车窗抛物的罚单，罚款50元并
扣两分。紧接着，济南市城管局发
出倡议，并联合交警部门，推出一
段时间的有奖抓拍措施。

但由于持续时间不长，效果
并不明显。目前，车窗抛物依然屡
见不鲜。据济南市机扫大队介绍，
高架桥上烟头、塑料袋等车窗抛
物，经常聚集在匝道或转弯口处，
保洁员清洁时仍然很危险。

“国家的倡导还不够，道德教
育也仅停留在课堂灌输上，而缺
乏实践机会，也很难有好的效
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分析，垃
圾乱扔背后，是人们的一种习惯
养成，和对规范的随机遵守。

“人都有从众心理，习惯于用
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收益，你扔我
也扔。”王忠武说，在乱扔垃圾不
需付出代价的现实情况下，仅靠
道德约束很难管得住。“一些发达
国家，对垃圾乱扔进行处罚，提高
人们的违法成本。在倡导社会大
环境的同时，法律规范也是必须
的。”

而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环卫
设施的投入不够，并且缺乏促使
全民参与环保的途径。省城一家
环保社团组织称，政府在鼓励环
境保护方面的力度还不够，“基本
都是财政支持而没有发动社会参
与。财政搞环保也倾向于企业，缺
少让民间社团参与的途径。”

济阳垃圾处理厂被堵住，
怎么整个济南的垃圾都出不
去了？在这次“垃圾围城”风波
之前，很多人都不太清楚，济
南的生活垃圾现在只有一个
去处，就是位于济阳县孙耿镇
张庙村西侧的济南市生活废
弃物处理中心第二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厂。2011年10月28日
正式竣工启用时，第二生活垃
圾综合处理厂是山东省最大
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是亚洲
一次性设计、一次性投资、一
次性建设、一次性投产成功规
模最大的焚烧发电项目。

近几天，为了消化“垃圾
围城”期间积存的垃圾，原本
白天晚上交替开放的焚烧和
填埋两个部分的大门都变成
了全天敞开，但还是有来自济
南市各个地方的垃圾清运车
会在门口排着队。

可是，一个垃圾处理厂每
天能够处理的垃圾毕竟是有
限的。根据规划，第二垃圾处
理厂可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
2000吨，日平均卫生填埋垃圾
562吨。而济南目前的垃圾日
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规划
承载量，当这些垃圾一股脑地

送进第二垃圾处理厂的时候，
它就不得不通过超负荷运转
来消化这些生活垃圾。“填埋
场的规模是有限的，现在每天
填埋的垃圾都是设计规模的
近两倍，这样超负荷运转下
去，根本就坚持不到当初设计
的20年的服务年限，造成提前
封场，”第二垃圾处理厂一位
工作人员担心地说。

超负荷运转还会带来一
系列的后果。例如，垃圾处理
厂按照规划规模焚烧、填埋垃
圾后，每天还会有一部分生活
垃圾无法被填埋和焚烧，那就

只能放在临时调节池里。临时
调节池虽然底部是防渗漏的，
但池口并未封闭，这样一来就
难免会有异味挥发出去，影响
周边居民生活。

对于负责市区垃圾清运
的单位来说，垃圾处理厂的超
负荷运转，会造成前去倒垃圾
的车辆拥堵，影响了他们的工
作效率。一位垃圾清运方面的
负责人介绍，车辆到垃圾处理
厂去送垃圾，排长队是经常的
事情。“一般都得等上一个多
小时才能把垃圾倒下，太耽误
时间了。”

长期超负荷运转>> 第二垃圾处理厂恐透支寿命

每天晚上睡觉前，家住市
中区一小区的曹女士都会把家
里的垃圾全部都收集起来扔
掉。13日晚，她家的垃圾便装满
了两个中号的超市购物袋。“每
天的垃圾都差不多，厨房的垃
圾就是整整一袋，主要是一些
瓜果皮、剩饭剩菜之类的，卫生
间和客厅的垃圾也能装满一
袋，要是赶上有快递或者礼品，
垃圾还得多一些。”

像曹女士一样，济南的每
一个家庭都在制造着生活垃

圾，这些垃圾的总量也十分惊
人。来自济南市城管局的数据
显示，2005年，济南的垃圾日产
量为2000吨；到2007年，这一数
字达到了2300吨；2010年，济南
垃圾日产量达到了2 8 0 0吨；
2013年的日产量为3500吨；而
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更是明
显增加，据济南市生活废弃物
处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创
卫以来，济南全市垃圾收运量
明显增加，每天处理量已逼近
4000吨，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

在市中区环境卫生管护中
心的一位相关负责人看来，垃
圾的增加最主要原因是人口的
增加：“我们区的垃圾每年都得
以10％的速度递增，原因就是
这些年新建的住宅小区增加，
只要小区建成，我们就得接手
清运垃圾。”此外，该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由于建设垃圾中转
站的地方少，传统的垃圾箱又
会出现产生异味等不良影响，
因此只得增加一些封闭式压缩
式垃圾箱，“光从去年到今年，

就新增了40多台车和相应的收
集工作人员。”

“除人口增加外，人们生活
水平提高以及环卫清扫水平提
高带来的清扫更加彻底等，也
是垃圾不断增加的原因，从一
些发达国家的垃圾日产量来
看，生活水平高的地区，垃圾的
日产量也大”，山东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岳钦艳教授认
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垃圾
的增多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过程”。

人口增加、生活改善>> 济南日产垃圾增至4000吨

一座城市只有一个垃圾处
理厂，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济南曾经还有一个垃圾处
理厂——— 第一垃圾处理厂，在
它服役的14年里，也一直是在

“孤军奋战”。如今，这座垃圾处
理厂已经被封闭，十几年积累
的垃圾堆成了一座近40米的

“小山”。论高度，这座“小山”差
不多能算得上“济阳第一高”，
山上种植了各种植物，并被打
造成了山体公园。

其实，第二垃圾处理厂本
不需要这么孤单。在长清区马
山镇季家庄东贝山峪的一片山
坳里，济南的第三垃圾处理厂
正在建设过程中，但同18个月
就建成投用的第二垃圾处理厂
相比，它的进度却慢了许多。

济南市城管局设施建设管
理处负责人曾介绍，第三垃圾
处理厂目前正在建设的一期工
程为填埋场，设计日填埋处理
生活垃圾约784吨，设计使用
年限20年。此后还会建设二期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三期的
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等工程。

据了解，第三垃圾处理厂
的一期工程已经在2012年11
月开工建设，当时的计划是
2 0 1 4 年 6 月建完。在济南市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
提出要推进第三垃圾处理厂的
建设，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
济南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在
2014年初也曾表示，第三垃圾
处理厂垃圾库区已基本完工，
2014年年内可投入使用。

“当时我们听说，给市民的
承诺是2014年下半年投用，这都
到2015年下半年了，还没有动静
呢。”济南城管部门一位相关负
责人表示，如果垃圾进行焚烧，
会比单纯填埋产生的污染要小，
而且焚烧还可以发电，废渣也可
以再利用。“可是第三垃圾处理
厂如今一期工程只建设了填埋
场，启用时间还拖了这么久，二
期工程啥时候开建，什么时候能
启用就更没谱了。”他担心，市区
的垃圾肯定会越来越多，如果再
把重担都压到第二垃圾处理厂
身上，还是有很大风险。

第三垃圾处理厂如果建

成，除了能够分担第二垃圾处
理厂目前沉重的负担，对于市
区的垃圾清运，也将带来很大
便利。“我们现在往黄河北去送
垃圾很不方便，104国道修路
不能走、赶上大雾天气高速还
封路、汛期黄河浮桥还得拆，市
区内靠南的区送垃圾还得穿越
整个市区。”

一位垃圾清运方面负责
人表示，如果第三垃圾处理厂
投用，市中区和槐荫区应该至
少能分流出一半的垃圾，长清
区的垃圾则完全能在当地进
行处理。“不仅能解决1000吨
左右的垃圾，还能抵御只有一
个垃圾处理厂带来的风险，好
处太多了。”

只见吆喝不见竣工>> 第三处理厂建了三年还没投用

济阳垃圾处理厂重启后，在门口等候的垃圾转运车排起长队。由于济南市区每天产生的垃圾远远
超过了处理厂的设计处理能力，处理厂一直在超负荷运转，而排队也成为了垃圾运转车每天都要面对
的事情。（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阳 摄

尽管在11日时，济南城区的垃圾便开始重新清运，但很多垃
圾箱周围仍然堆满了待清理的垃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垃 圾 处
理 ， 是 每 一
个 城 市 都 面
临 的 难 题 。
济 南 目 前 的
情 况 是 怎 样
的 ？ 又 面 临
哪 些 问 题 ？
记 者 进 行 了
调查。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垃圾困局·处理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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