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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漂流记·挑战

本报记者 张阿凤

46个城市强制分类
济南位列其中

多年来，济南就垃圾分类
做过多种尝试，但效果并不理
想。

“不仅济南，据我们了解，
由于垃圾分类指导思想不统
一，没有建立垃圾分类的收运
处理体系，无切实可行的分类
方式方法，以及居民没有垃圾
分类的习惯等原因，早期住建
部公布的国内其他试点城市，
可以说垃圾分类效果不佳。”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何济南在今年从市级
层面正式提出垃圾分类，并

列为市城管局 2 0 1 8年重点
工作？

政策背景是最直接的推
动。2016年6月20日，国家发改
委、建设部等部委联合下发

《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
求意见稿）》，济南市是在强制
推进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之
一。

2017年3月18日，国务
院办公厅正式印发《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济南
作为省会城市，被列入46个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
市之一。方案提出主要目标
是，到2 0 2 0年底，基本建立
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
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
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到35%以上。
从2 0 1 5年1 2月一次全

国会议上提出要在国内开展
垃圾分类，到2 0 1 6年6月推
出征求意见稿，再到2017年
3月正式印刷。国务院的实施
方案出台用了近一年半的时
间。

“这个过程中，济南相关部
门也在积极组织调研。出台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并不是一件非
常简单的事情，不是想分就能
分开；同时结合济南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居民素质等各个因
素的考量，来制定出台这个文
件。”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人均垃圾量大涨
处理厂超负荷运转

政策背后，是城市垃圾的

急剧增长。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济南市的垃圾现状来
看，近年生活垃圾的增长量非
常迅速，目前济南市主城区加
济阳县（进入垃圾处理二厂的）
日产量已达到4600吨左右，如
果再加上平阴、商河、章丘，全
市日总产量要超过6000吨。

据了解，2015年到2017
年，这三年的平均增速达到了
10%左右，而济南市城市人口
增长才1%左右。“所以垃圾量
的增长，不是城市人口增多
了，而是人均垃圾量增长了。”

或许还有济南市民对
2015年9月的“垃圾围城”记忆
犹新。那次“垃圾围城”，虽然
是由一次偶然的村民围堵引
起，但也暴露出济南垃圾处理
厂超负荷运转的问题。

2015年9月，济南的日垃
圾产量才3400吨，而全市仅有
的一个垃圾处理厂正在严重
超负荷运转。日产生活垃圾
3400吨，全市130辆大型垃圾
运输车，每晚需要来回两三
趟，从城区的垃圾中转站把这
3400吨垃圾运送到济阳第二
生活垃圾处理厂——— 目前济
南唯一一个可以使用的垃圾
处理厂（光大公司项目）。

3 4 0 0多吨垃圾全部交
给这个处理厂，显然已经严
重 超 负 荷 ，因 此 才 会 导 致
800多吨的垃圾无法得到有
效处理，甚至造成环境污染。

垃圾增量、增速如此巨
大的情况下，济南市的垃圾
处理能力如何了？超负荷运
转是否有所缓解？

对此，孙杰介绍，到今年4

欧美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利用了接近
50年的时间建立了垃圾分类体系，新兴国家（如
新加坡）用了不少于15年的时间，完成了本地区
垃圾分类模式，在这些已成功建立垃圾分类体
系的地方，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垃圾分类，理念先行。在很多垃圾分类
体系完善度较高的地区，会先按照“减少垃
圾产生量—物品利用—物质利用—能量利
用—填埋处理”的理念指导，开展垃圾分类，
建立从法律法规到居民参与、具体实施的一
套体系。

理念之后，垃圾分类更离不开立法的保
障。各国都有符合国情的、针对性的法律、法
规和条例，法律中明确了垃圾产生者必须承
担垃圾分类处置的义务。如早在1972年，德国
就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
法》，开始对垃圾进行系统性的环保有效的
处理。

硬件设置上，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运
体系。委托专业部门收集、清运、处理、处置，
建立不同类别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包括剩
余垃圾的处置、有机垃圾的处置、可利用垃
圾的综合利用和处置、生物质及可焚烧垃圾
的利用处置。

为确保体系有效运行，各种保证措施随
之建立。如建立垃圾收费制度。只对不可利
用的垃圾进行收费，并根据垃圾产量、收集
频次、分类效果进行收费，通过经济手段可
鼓励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以德国
为例，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交费约2000元人民
币，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全部靠收费来
解决。

同时，建立环境警察监督制度。各垃圾
清运单位和当地环保部门共同承担了环境
警察的职责。环境警察负责检查垃圾分类收
集情况，在垃圾错误投放的情况下有权拒绝
清运，只有交付罚款后才予清运，这样通过
法律与经济综合手段，有效地提高了垃圾分
类的质量。

在德国，环境警察一旦发现居民乱倒垃
圾，就会发警告信，如不及时改正，会发罚
单，再不改，收取的垃圾费用就会加倍提升，
从而加重整个小区住户的垃圾处理费用，不
仅会招来邻居的谴责，甚至有可能被管理员
赶出公寓。

本报记者 张阿凤

葛他山之石

垃垃圾圾投投放放错错误误
环环境境警警察察贴贴罚罚单单

可回收物进入垃圾量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翟恒水 摄

可可回回收收物物激激增增
垃垃圾圾年年均均多多1100%%
处理厂不堪重负，垃圾分类亟待推开

垃圾分类不是件容易事，济南多年来尝试，效果并不理想，为何如今仍要坚
持实施垃圾分类，且强制实施？据介绍，近三年济南垃圾量增速从原来的3 . 5%，
迅速增至10%。同时废品回收行业却日渐式微，可回收物进入垃圾量越来越大，
垃圾分类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

月份，这种超负荷运转就会有所缓
解。“这个月底，我们垃圾处理二厂

（焚烧厂）的扩建工程，即第二条生
产线就要竣工了，开始投入试运行。
试运行后，每天垃圾焚烧能力增加
1000吨，让焚烧能力从原来的2500
吨增加到3400-3500吨。”

垃圾处理超负荷运转的问题
虽有缓解，但问题仍无法回避。这
就要求济南市到了必须要逐步具
备垃圾分类条件的时候。

“破烂王”减少一半
可用废品没人收了

从行业（社会）发展的角度来
看，废品回收行业的日渐式微，也
让垃圾分类的必要性越发提升。

济南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社会发展，从近几年的情况
来看，原来能进入废品回收点的废
品，现在进入垃圾的量越来越大。

“中国有着一个自发形成的、相对完
善的废品回收市场，不需要政府去
补贴就能自发运行。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废品的量
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很多废品的价
值却越来越低，如废玻璃、废橡胶、
废木头等，没人要了。”

随着废品价值越来越低，从事

废品回收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原来
我们有分出来卖掉的习惯，现在却
没人分了，更重要的是没人收了。”

该负责人介绍，废品行业是自
发行业，且很多点不合格，不在统计
范围内，因此没有准确数据。据他们
初步估算，2015年前，济南市废品行
业人口高峰期能达到6000到8000
人，现在可能还不到3000人。不仅人
口数量骤减，人均收入也在降低。

“原来每人每年能挣个十万八万，现
在每月也就三千五千。”

“应该在五到十年之内，这个
现有的、自发形成的行业就有可
能会消失。”

黄河北垃圾填埋场垃圾触目惊心。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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