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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废旧衣物回收

一个月收了半袋衣服

本报济南2月20日讯(记者 尹明亮) 捐赠
废旧衣物的爱心墙年前成了不少济南人的话
题。但差不多与两个爱心墙同时，100多个废旧
衣物回收箱在济南市槐荫区的一些小区里现身
了，刚过一个月，这个尝试废旧衣物回收的实验
难言乐观。

17日，在济南市发祥巷小区，几个绿色的大
铁箱静静地站立在小区里，偶尔有居民拉一拉
放衣服的门试一试。“设计得挺好，衣服放里边
也挺严实。”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相较于
距小区只有几十米远的爱心墙，他觉得这个回
收衣服的箱子更好一些，“不过很少见有人往里
放衣服。”

“符合捐赠条件的衣服消毒处理后用于捐
赠，白色棉质物进行纤维化处理后用于制作棉
纱，有色质物可用来制作无纺布，涤纶质物可用
于制作涤纶原料。”在每个绿色大箱子上都写着
旧衣服的分类处理方式。

“这些箱子是今年1月15日才安上的。也是
为了试点废旧衣物的分类回收利用。”发祥巷社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试点刚刚一个月，比最近名声大振的爱心
墙还要早几天，不过记者采访发现，试点的效果
并不算理想。

“年初九刚去回收了一次，但五六个大箱子
总共只回收了半编织袋衣服，有的箱子里一件
也没有。”主持进行这次试点的是一家叫做爱尚
衣公益环保项目的组织，负责人陈光告诉记者，
从年初开始，在济南市槐荫区的部分小区共设
置了100来个回收箱，但春节后的收集情况都不
是太乐观。“可能跟前期没有宣传，居民不了解
也有关系。”

陈光介绍，这个项目去年在扬州就已经开
展，覆盖了30多个小区，效果还不错，最初两个
月的时间就收集了近20吨旧衣物。

“回收的衣物都会分类处理，这也算是垃圾
分类回收的一种做法。”陈光说，虽然初期效果
不算理想，但春节后，他们还想继续推动一下，

“如果试点效果可以的话，会考虑在更多小区推
广。”

2月17日正月初十，济南市经二路的一个小巷子里，几名远道而来的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一起粉刷着墙面，试图让这个从春节前开始让诸多济南人关注的爱心墙重新焕发生机。

还不到一个月，济南两处爱心墙就已经经历了由热到冷。对住在爱心墙周边的居民来说，
这面墙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让爱心持续下去，还有许多的事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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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多多了了，，爱心墙墙却却快快没没了了
专家：自发的爱心墙也要规范管理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节前火了一阵，现在冷清不少

在济南市小纬六路北端向东的
一个小巷子里，写有爱心墙的喷
绘布随风飘动，固定喷绘布的，是
墙顶上的砖头。2月17日是农历正
月初十，在这个小巷子里摆摊的
人陆陆续续开业了，角落里的爱
心墙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过年前半个月，一个小伙子和一
个小姑娘来把喷绘布钉在墙上，
就没再见过人。”附近一位居民介
绍。

“在这面墙上，您可以将自己多
余的衣物挂上去，让需要的人将它
取 走 ，变 废 为 宝 ，让 爱 传 递 下

去……”喷绘布上的字和钉在喷绘
布一角的几个挂钩，提醒人们这是
一个捐赠衣服的地方。自从春节前
爱心墙设立，媒体的关注让这个角
落已广为人知，在相距近3里地的岔
路街上，还有一处“爱心墙。”

只是与盛名不太相符，生活在爱
心墙旁边的人对它似乎不太关心。

“偶尔有人来放一些衣服，但这几天
多数时候就那么闲着。”在不远处的
一处杂货店，看店的老人不记得爱心
墙是从哪天开始设的了，不上网的她
也不知道为啥要弄这个爱心墙。

从小纬六路北口往西差不多

1000米，在经二路北侧一个小胡同
里，也是一个春节前名噪一时的“爱
心墙”。17日中午，一位女士提着两
包衣物驱车慕名而来，来来回回走
了好几次，才打听着找到了爱心墙
的所在。几位小学生正在粉刷着墙
面，他们也是慕名而来的，听说春节
期间“爱心墙”被风吹没了，要帮着
重新刷一下。

“偶尔有人来问问爱心墙在哪
儿，不过也很少见到来送衣服的
了。”在爱心墙一旁，一家门店老板
告诉记者，自从春节前火了一阵，节
后爱心墙冷清了不少。

“拿衣服的总是那几个人”

17日一上午，在小纬六路的爱
心墙前空空如也，没有衣服。墙的一
侧是被拆掉的墙体，另一侧是一辆
垃圾车，在这个陈旧的小巷里，一颗
大大的红心倒是挺惹眼。

“昨天白天还有几件衣服挂在
墙上，不过天黑就被人拿走了，也不
知是谁拿的。”出门就能看见爱心
墙，住在附近的李大爷也慢慢发现
了取衣服人的规律，“总是那几个
人，时不时都是整包提走了。”

在经二路的爱心墙也面临着相

似的情况，时不时有人送衣服来，但
送来的衣服往往也是被整包整包地
拿走。“拿衣服的人挑一挑，没拿走
的就乱糟糟的了，有几次都是被一
个收废品的一起拉走了。”旁边一家
服装店的老板有一些顾虑，“初衷是
好的，有些送过来的衣服看着也还
不错，只是能否到需要的人手里就
不一定了。”

对于这个爱心墙所在的华联社
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
爱心墙也有着类似的担心。在居委

会的门口，一个类似爱心墙的衣物
回收箱早在2014年就设立了，也时
不时会有人把不需要的衣物放在箱
子里，等待需要的人来取。

“但慢慢地就发现，来取衣服的
往往就是比较固定的几个人，而且
也都是一提就全都提走了。”

“其实小区里有的贫困居民确
实需要一些衣服，后来看到有人放
衣服了，我们就把好一些的先拿出
来，需要的人直接到居委会里领。”
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出面引导

“好事是个好事，可能家家都有
穿不着的衣服，不知道怎么处理，不
过没遮没挡的，再过两天那个布刮
没了可能就没了。”在小纬六路爱心
墙，看着随风飘动的公益墙喷绘布，
一位居民十分担心。

诞生不到一个月，一阵的热度
过后如何持续下去，怎么样让爱心
墙墙真正发挥作用？作为经二路爱
心墙的发起者，徐女士告诉记者，经
过和居委会的沟通，准备把公益墙
改造一下，设个箱子，更方便捐赠和
领取。“无论是捐赠还是领取，爱心
墙现在完全是靠双方的自觉，我们
也不怎么干预。”

在长期从事公益的济南山青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孙成键
看来，爱心墙这个看似美好的公益
行动也有着潜在的风险。“这种形
式看上去挺不错的，为供需双方搭
建起平台，而且受捐者也不会有
什么压力。但自发的公益行为不
代表是完全的无组织。”

孙成键说，在公益发展比较
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类似爱心墙
的公益行动并不少，但看似自发
自觉的公益行动也会有组织在背
后管理。“比如，衣物的捐赠也是
有一定要求和规范的，需要有人把
捐赠来的衣服分拣、清洗、消毒，然
后再放到一个地方供需要的人领
取，这才能保证这么一种公益行为

的持续性。”
爱心墙从兴起到现在冷清，引

起一些争议。昆明一面爱心墙几成
垃圾场，衣物或堆积或不知所踪的
情况也不鲜见。“爱心墙本来是解决
慈善供给和需求信息不对称的一种
方式，但一阵风似的公益解决不了
这些问题。”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
王忠武介绍，目前我国的公益依
然在粗放地野蛮发展，缺少一套
成熟的运作机制，“爱心墙虽是民
间自发的公益行为，但也应有相
关的部门在设立地点、操作流程
方面给予一定引导，他们对供需信
息掌握更清楚，对一些运作规范也
更了解。”

在济南经二路爱心墙，一群孩子慕名而来粉刷墙面。

济南发祥巷小区的旧衣物回收箱，试点一
月效果并不理想。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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