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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产产到到处处理理，，减减少少垃垃圾圾办办法法很很多多
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是制度和监管问题

城市垃圾围城与垃圾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得到缓解？垃圾处理不只是城市管理者的必答题，每一个市民都应该该思考和参与解决。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垃圾处理原则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减少装修垃圾、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和监管等工作仍仍有进步的空间。

去日本山口一所大学留学的
小刘花了两个月才适应当地的垃
圾扔弃习惯，她说，自己在日本几
乎没有厨余垃圾，两天的生活垃圾
加起来只放满一个小型垃圾袋，而
且几乎不需要扔纸巾。这些对在济
南高校念书的小马来说几乎难以
想象。小马说，宿舍里空间不大，所
以旧东西和用不到的东西要扔不
少，两天扔一次垃圾对她来说很难
做到。更令她头疼的是，每周都有
五六个网购的空纸盒，体积比垃圾
桶都大。

小刘到了日本才发现，扔垃圾
的“成本”太高，不得不想办法减少
产生的垃圾。“垃圾袋必须去超市
买指定的，不然就会被退回。”小刘
说，和国内超市结账时用的最便宜
的小塑料袋一般大小的垃圾袋一
个约合人民币三毛，中等大小的则
五六毛一个，大袋就要七八毛一
个。“为了节约垃圾袋，我都买最小
的垃圾袋两天扔一次垃圾。”

小刘说，在日本蔬菜大都在超
市里买，都是净菜，除去了不可食
用的部分，有的还清洗过。没有精

细处理的菜很难找到，大城市更难
找。“我几乎没有扔过菜，尽量吃多
少做多少，不剩饭菜，不然还要买
垃圾袋。”

减少垃圾排放还有更意想不
到的做法。小刘说，在日本出门吃
饭和上厕所都不能用自己的手纸，
必须用店里或厕所里提供的，因为
那些纸是可降解的，厕所里的纸不
需要扔到纸篓里，扔进马桶冲走就
行。在日本的小吃街，也都是吃完
后把垃圾给店家，由店家处理，不
然就得自己带回家扔。小刘说，即
便是在农村，厕所里也都有可降解
的手纸。

在国内，不少超市也推出了精
选菜，但仅是简单挑选和包装而非
预处理，而且价钱也比普通蔬菜贵
不少。“除非没时间，一般不会买，
也没从减少垃圾的角度考虑过。”
市民张女士说。

目前济南垃圾处理的成本主
要是收取卫生费或物业费，对生活
垃圾排放并没有特别的限量或增
量计费的做法，相应对减排也没有
特别的奖励。

两天不扔垃圾，很多人难做到

本报记者 王皇

他山之石

日本建筑垃圾再利用率已达100%

新房装修带来的建筑垃圾
经常堆满新交房的垃圾桶。根
据济南市建委提供的数据，
98%的新房业主都会把墙皮铲
掉重新做，还有20%的业主会
把厨房、洗手间的瓷砖铲掉重
装，防盗门的更换也占了 10%

的比例。据了解，100平米毛坯
房装修垃圾在2 . 3吨左右，业主

“砸新换新”二次装修，至少得
花2万多元。而在美国、澳大利
亚，出售的多数都是精装修的

成品房子，质量过硬的精装修
能减少二次装修带来的建筑垃
圾。今年我省出台《山东省房地
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根据
要求，2017年设区城市新建高
层住宅实行全装修，2018年新
建高层、小高层住宅淘汰毛坯
房，而对装修质量的监管到位
才能让建筑垃圾真正减少。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末就
着手建筑垃圾的管理并制定相
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以

促进建筑垃圾的转化和利用。
日本尽量不从施工现场排出建
筑垃圾，建筑垃圾要尽可能重
新利用，对于重新利用有困难
的则应适当予以处理。早在
1988年，东京的建筑垃圾再利
用率就达到了 56%。在日本很
多地区，建筑垃圾再利用率已
达 100%。美国、韩国、奥地利、
荷兰等都有针对建筑垃圾再利
用的要求或处理办法。

本报记者 王皇 整理

“现在垃圾焚烧的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但更要重视对排
放是否达标的监管。在垃圾分
类上，还要有全链条的发展计
划和监管制度。”岳钦艳教授
说，垃圾处理不只是技术问题，
还是制度和监管问题。

岳钦艳介绍，在工业固体
废弃物排放上，每个企业在建
成前，都需要说明自己的废弃
物产生情况和处理情况，这些
都要经过环评审核。垃圾焚烧
厂的焚烧排放是否达标也需要
有监管，而且要有一套制度来
约束。“建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

不容易，建了就得规范运转。”
岳钦艳说。

济南已经开始对大型餐饮
单位的餐厨垃圾独立回收，但
还没有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制
度细化，其他城市则走到了前
列。9月1日起，新版的《广州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正式
生效，个人不分类投放垃圾、分
类责任人不落实分类责任、收
运单位将已分类垃圾混收混运
的，都有可能遭到处罚。《广州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明
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应该“定时
定点”投放生活垃圾，否则将进

行处罚，其中个人最多会被罚
200元。

2000年修订实施的《济南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管理办
法》已经提出生活废弃物逐步
实行袋装收集和分类收集、回
收利用，单位和个人的废旧家
具、办公用品、废旧电器等大件
废弃物，应当投放到环境卫生
管理部门设置的收集场所，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工业垃
圾、危险垃圾、建筑垃圾投放到
生活废弃物容器、转运站、处理
厂内，但相关规定的落实却未
真正到位。

“建垃圾处理厂不易，得规范运转”

光分类还不行，处理也得分类

“我很多在国外念书的同学都
说到了国外得学习垃圾分类。日本、
荷兰、德国、丹麦、美国都要垃圾分
类，跟他们聊垃圾的话题，都感觉不
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今年30岁的杜
先生说，在垃圾分类上，自己和国外
的同学比境界差很多。

济南2012年左右在历下区试点
推行垃圾分类，但近日记者探访发
现，原先分为四类的垃圾桶，不少已
经减少成了两类。除了对如何分类
主动意识不强外，更麻烦的是，济南
目前还没有真正对垃圾进行分类清
运和处理。有试点区的市民看到，分
好的垃圾最终被混在一起扔进一个
垃圾车里，感觉分了也白分。

据济南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
的工作人员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介
绍，垃圾车怎样把生活垃圾运来，他
们就怎样进行垃圾处理，不会对垃
圾进行分类。“现在我们主要通过焚
烧、填埋两种方式处理日常垃圾，焚
烧的垃圾产生的热能可用来发电，
填埋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作天然气。”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岳钦艳介绍，目前国际上普遍
的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填埋和堆

肥，垃圾分类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二
次利用和减少最终垃圾量上。“国内
还没有真正实现市民自己主动进行
垃圾分类的地方，但有拾荒人和废
品站回收利用。”岳钦艳说，二次利
用需要对固体废物组成情况分析后
进行，所以需要分类。目前废品回收
站那些花钱回收的废品都属于有厂
家二次利用的，比如塑料制品可以
做成擦桌子的小毛巾所需要的拉丝
纤维。

“大家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城
市里有全链条的垃圾分类收运，垃
圾分类才能实现。”岳钦艳说，在国
外很多国家垃圾分类已经推行很多
年，有成系统的处理方式。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生活的杨先
生说，荷兰的纸和玻璃瓶要和普通
垃圾分开放，化学品要特殊处理，电
池有专门的回收站，电子产品也要
另外处理。在荷兰，垃圾没按要求分
类扔，则会扣钱。杨先生说，在荷兰
垃圾分类都能落实，因为扔垃圾需
要用垃圾卡，如果被查到在普通垃
圾里扔了玻璃瓶，就要罚款90欧元。
玻璃瓶、纸张、电池都有专用的垃圾
箱，会有专人来处理这些垃圾。

垃圾
减量

垃圾
分类

垃圾
处理

历山路、经十路、文化东路，记者统计了近20个分类垃圾箱，统统没有分类投放。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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