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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漂流记·探索

南南山山试试建建
阳阳光光堆堆肥肥房房
减少清运成本和化肥投入

城区之外，在济南农村，垃圾分类
的试点也于近期开始探索。2018年1
月，南部山区的高而办事处花坦村和
西邱村，两处20余平方米的阳光堆肥
房建成揭牌，300个垃圾分类专业收集
桶发放到居民手中，两部专业垃圾分
类收集车投入使用，垃圾分类工作开
始正常运转。

据了解，高而办事处每天产生6吨
左右垃圾，80％为秸秆、树叶、藤蔓等
可腐烂有机物，经过阳光房生物堆肥
后，可以从源头上大大减少外运量，有
机肥还田，还能有效处理每年产生的
大量核桃皮和腐烂的瓜果李桃。

“以前正常的垃圾处理模式为外
运到焚烧厂或垃圾填埋场，不仅运输
成本高，天气恶劣时垃圾车还出不去。
高而的易腐垃圾占垃圾量的60%以
上，本地的阳光堆肥房处理后，大大减
少了垃圾外运成本。同时，易腐烂的厨
余垃圾经过处理，产生有机肥料可用
于农业生产，减少了农民在农业生产
中的化肥投入，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高而办事处副主任李辉介绍。

现在，两个试点村里，每家门口都
放置了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由农
户按腐烂、不腐烂为标准对垃圾进行
初拣，保洁员收集时再分拣。

李辉介绍，高而办事处计划在今
年“五一”前后，在全办事处推广开垃
圾分类。同时，一处大型统一处理中心
也正在酝酿中，届时不仅可依靠阳光
堆肥房，还能探索利用机械生产有机
肥的模式。 本报记者 张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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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分类法试了两三年
利用率低而暂停

今年1月份的济南两会面复会现
场，市人大代表王兆波就济南市垃圾分
类收集处理提出建议。济南市城管局副
局长秦国芬现场答复，今年3月底，济南
将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年底前
就能看到打造好的规范化垃圾分类收
集社区。

垃圾分类这个话题，对于济南来说并
不陌生。从2000年，济南就开始了探索垃
圾分类收集的尝试，省邮政宿舍、玉函南
区和铁路宿舍三个小区曾作为早期试点，

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多年的探索试点中，济南做出最大努

力的一次，是2012年到2015年历下区的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2011年，历下区城管局
借鉴外地经验，制定了“四分类、四颜色、
四环节”的垃圾分类方案。即将居民生
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绿色）、其他垃圾

（黑色）、可回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
色）四类。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置四个环节的全过程管
理。

2012年2月，历下区正式启动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制定了《历下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暂行）》，确定了36个分
类试点（其中中小学、幼儿园9处，约15000
名学生；单位宿舍及封闭式小区10处，开
放式小区5处，居民约7000户；单位10处，

垃圾分类对济南来说并不陌生，过去十多年里，济南曾做过多种尝试，但因分类后
无法处理、居民分类效果较差等原因，试点并不理想。近两年，济南围绕“减量化”做了家
庭厨余粉碎机、智能厨余垃圾收集箱等试点，不失为一种新的借鉴思路。

市场2处），涉及辖区12个办事处及商
业街管委会，覆盖了城管局所属14个
环卫所。

当年10月，历下区投资2 . 7亿元建
设的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中心正式启
用，试点期间，区财政设立垃圾分类工
作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500万元。历
下区又引入40部四色垃圾收集车，实
行桶、车无缝对接。历下区希望从2014
年1月起，全区实现垃圾分类。

当时，在甸柳小区和燕子山小区
等试点小区内，蓝色、绿色、黑色、红色
垃圾桶一字排开，桶身上面分别标注
了“可回收”“厨余垃圾”“不可回收”和

“有害垃圾”的字样，各种宣传教育活
动也同步展开。

但试点两三年，因为利用率低，有
些小区四色垃圾桶早已调整为两色，
居民积极性也日渐下降。“由于垃圾分
类后无法处理，及居民分类效果较差，
2015年3月，分类工作暂停。”济南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用上厨余粉碎机
垃圾少了四成

“四色”分类法试点暂停后，2014年
以后，济南开展了以“减量化”为目标的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其中槐荫区的家庭
厨余粉碎机项目和智能收集箱，从2016
年8月试点至今，依然有效运转。这对济
南即将面临的厨余垃圾的就地处理，不
失为一种借鉴。

“自从家里装了厨余垃圾粉碎机
后，我们家从以前必须每天扔一次垃
圾，到现在一周才扔一到两次垃圾，往
楼下垃圾桶扔的垃圾量大幅减少。”3
月18日，槐荫区兴福街道锦绣城小区
内，3号楼2单元居民赵勇告诉记者。

在赵勇家厨房水槽的排水口处，
装着一台俗称“大胃王”的家庭厨余粉
碎机。厨房的绝大部分食物垃圾，比如
菜叶、骨头、鱼头、鱼刺、蛋壳、残羹剩
饭等，均可直接倒入水槽，在运转着的
粉碎机中被打成浆状后，被直接冲入
下水道。

“打碎面条、菜叶等，只需要5到10
秒，骨头时间要长一些，但也最多只需
要一分钟。自从家里用起来以后，越来
越觉得离不开。而每当在其他楼下的
垃圾桶处，看到溢出的饭菜、汤汁后，
就觉得原来的垃圾处理方式太不卫生
了。”赵勇感叹道。

这个试点项目起始于2016年8月，
试点全称为“济南市槐荫区城市管理
局生活垃圾分类运营服务项目”，由济
南市城市管理局立项，济南市槐荫区
城市管理局统一招标采购，经过前期

对入住率、排污管道状况的调研，最终
决定在锦绣城3号楼、4号楼实施，先期
选取250户家庭做试点，免费提供设备
并安装维护。

“为了检验试点的效果，试点后的
十个月里，作为第三方的项目运营公
司，我们每天都会去称量试点楼和参
照楼的垃圾重量。试点之前，两栋楼
日产生活垃圾保持在300-350公斤，
而试点之后，日产生活垃圾量为180
-245公斤，垃圾减量约为40%。”济
南梧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永刚介绍。

智能厨余垃圾收集箱
积分兑换鼓励分类

除家庭厨余粉碎机外，与锦绣城
一街之隔的演马佳苑小区，厨余垃圾
分类收集处理的另一种模式，也在
2017年10月悄悄试运行开来。和锦绣
城每家安装粉碎机不同，演马佳苑的
试点，是在小区内集中装置四台智能
厨余垃圾收集箱。

安装收集箱的同时，张永刚所在
项目组也在向小区内住户免费发放一
个家庭专用厨余垃圾收集桶。“这是家
庭厨余垃圾智能定点回收中不可缺少
的一环，每个桶盖上都有一个专属二
维码，能清晰记录每个家庭每次投入
的垃圾量，以及投入时间等。”

这正是收集箱的“智能”所在，张
永刚介绍，收集箱的后台系统可以自
动记录投放次数及投放重量，居民每
倒一次累计一分，分类正确，达到一
定积分后，还可兑换食盐、酱油、醋、
纸巾等生活日用品，如果分类错误，
将被扣分。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向小区内
400多户居民免费发放了垃圾桶，平均
每天300公斤左右的厨余垃圾。”张永
刚说。

智能厨余垃圾收集箱和家庭厨余
粉碎机相比，各有哪些优劣势？对此，
张永刚表示，家庭厨余粉碎机更方便，
但成本较高，不是每个家庭都愿意去
负担；智能厨余垃圾收集箱对于家庭
来说成本低，但居民要每天外出倾倒，
还要自行刷桶。

“据我们了解，家庭厨余粉碎
机，市场价从3000元到上万元不等，
平均使用寿命在8到10年，试点可免
费提供，但真正大量推广，还是需要
市民投资购买；而智能厨余垃圾收
集箱虽价格更高，但因是小区公共
设备，居民只需承担20元左右垃圾
桶和智能卡的成本，成本很低。”张
永刚说。

居民一刷垃圾桶盖上的二维码，智能收集箱就能开启。

厨房水槽的排水口处，装着一台俗称“大胃

王”的家庭厨余粉碎机。

新建成的阳光堆肥房。 高而办事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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