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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洁：对垃圾分类有抵触，
不认可、不配合的人大概心里
会这么想。为什么觉得实行垃
圾分类是给他找麻烦？其实就
是对环境的无意识，对垃圾问
题的严重性缺乏了解。

对垃圾危害认知度低是由

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是宣传
教育没跟上，没有让个人认识
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垃
圾管理体制对个人没有制约，
垃圾产生多少政府清运多少，
反正不在“我”家里了，“我”身
边是干干净净的，就行了。

东方今报联合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出品

看郑州人多努力
系列报道（3）

垃圾分类时代

市民发声垃圾分类咋做到？
专家：只要认真和坚持一定做得成

▶12月1日，记者“兵分四路”走访发现，郑州实施垃圾
分类第一天的情况不容乐观，居民声音质疑不断，问题
多多。当天下午，带着市民的这些“灵魂拷问”，记者联
系绿色中原环保组织负责人匡洁及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副会长宋向清，为大家一一解惑。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夏萍/文 首席记者 袁晓强/图

宋向清：垃圾分类主
要是个习惯问题，当居民
把垃圾分类作为一种自
觉时，垃圾分类才能够真
正实现。而这种“自觉”
形成的垃圾分类习惯需
要教育和引导，需要督促
和激励，试图放几个垃圾
箱就实现垃圾分类不可
能也不现实。因为从人
的本性来讲，由垃圾不分

类的习惯变为分类习惯
需要垃圾分类知识的灌
输、意义的宣讲，取得他
们的配合。有时居民不
是不愿意，而是还没有养
成习惯，会忘，并非恶意
的，因此监管部门要善意
提醒，避免造成抵触情
绪。所以真正做到垃圾
分类需要一定时间，而且
制度要健全，奖惩要得

力，监管要到位。
郑州垃圾分类出现有

好有坏现象是正常的，这
与小区居民基本素质有
关，也与居委会和物业公
司管理有关。只要教育引
导、制度建设、监管、奖惩
等做到位，郑州垃圾分类
主要问题就是居民习惯的
养成，保守估计可在三到
五年内实现。

匡洁：郑州市的垃圾
分类从官方到民间都做了
很多努力，但还不是特别
充分，出问题是必然的，而
且是系统性问题，解决起
来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
强制分类“执行力”大打折
扣。

7月份上海进入强制
分类的第一个月，我去了
10天，他们是有硬件标准
的。小区多少人口多大范
围有一个标准化的分类垃
圾投放站，投放点怎么运
行、管理、监控都是清晰

的。而郑州各小区分属不
同公司，几乎一个小区一个
样。主管部门作为政策制
定方，如何保证政策执行、
落实到位，得考虑清楚。

目前存在的突出问
题，从垃圾分类链前端看，
缺乏统一的垃圾强制分类
社区标准化设施。只有设
施还不够，还要有运行流
程、管理办法、监督机制这
些软件。软硬件都跟上，前
端的垃圾分类才有保障。

后端看，就像垃圾分
类分拣中心，一定不能让

产业支持掉链子，否则整
个垃圾分类管理链条形不
成闭环。假如前端有效分
类后，没有足够的产业对
接消纳，就必然掉进“前端
分、后端合”这个终结垃圾
分类的“坑”里。

总体上看，目前最迫
切的就是加快制定统一的
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点的硬
件标准，制定配套可行的
管理办法，硬件及流程要
方便管控。还有加快各个
区（县）的垃圾分拣中心的
建设，要跟得上需求。

■市民发声
几十年没分类不也好好的吗？
日子不照样过吗？干吗给我们找麻烦？

■记者探讨
我们走访了一些小区，情况不太乐观。您是垃圾分类方面的专家，
您看郑州市强制分类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改进？

匡洁：上海市政府对
垃圾分类是真正下了决心
的，有决心就好办事，虽然
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在一
个清晰的整体框架下，有
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就不
难解决。上海垃圾分类可
借鉴的方面很多。

第一，执行主体十分
明确。就是居委会、街道
办事处这些政府基层部
门，以及物业公司具体执
行，但责任主体是基层部
门。居委会、街道办是一
级政府机构，在工作推进
过程中遇到问题上传下达

都是通畅的，容易协调社
会资源解决问题。

郑州的情况是政府基
层部门不主导，交给一些
商业公司主导；这些公司
又没有现成经验，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有的根本就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由于
各自为政，问题也五花八
门，难以统筹解决。没有
统一的规程标准，监督问
责也难以实现。建议郑州
借鉴上海经验，把强制垃
圾分类的执行主体明确为
政府基层机构，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社区，与物业

公司共同推进。
第二，上海的小区标

准化分类垃圾投放站点可
借鉴。投放站点有人值守，
居民交垃圾定时定点，要开
包检查，不合格拒收。这一
点特别关键，无人值守，不
开包检查，尤其是开始必然
会乱成一锅粥。

开头开不好，后面再
去规范将更掣肘。因为上
海市对强制分类宣传得早，
居民对乱丢垃圾会被重罚
认知率高，强制分类开始，
公共区域垃圾箱撤走后基
本上没有乱丢垃圾的。

以您看，郑州的强制分类应该从上海借鉴哪些方面？

■未来方向
日本实行了几十年才有如今的成效
您认为郑州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多久？

匡洁：简单说就一个
字“好”——好好做，做得
好。“好好做”其实就是认
真做。我们的伟人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
字。垃圾分类是个必须认

真而且只要认真和坚持一
定做得成的事儿。

现在开始做垃圾分类
其实是背水一战的硬仗，
我们的资源环境负载都不
容许这场硬仗失败，它事

关生态文明转型是不是能
够成功。这个链条上的每
一分子——政府、企业、公
众、社会组织，都需要发挥
各自优势，为这场硬仗提
供助力而不是阻力。

对郑州垃圾分类有什么期待？
匡洁：郑州的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还很欠缺，写几块标语、播两
条公益广告远远不够。宣传教育
一定要在数量和质量上做足做
够，要通过各种方式让老百姓认
识到垃圾不分类的后果，认识到
每个人都是问题的制造者和受害
者，它和我们的今天、子孙后代的
明天息息相关。宣传教育跟上，
垃圾分类没有学不会的。

当然，强制分类这个前提
不能少。之前听一位上海朋友
说到她婆婆，以前什么生态保
护啊听都不要听，强制分类后
听说分不对要罚款，每天拿着
垃圾对标准，不到三天就弄得
门儿清。所以，公众环境意识
的提升不能只靠教育，有强制
政策，教育再跟得上，意识提
高、习惯养成都是顺理成章的。

匡洁：垃圾不分类概括起来
一句话，就是“污染+资源浪费”。

郑州的垃圾都去哪儿了？
是怎么处理的？目前官方数字
是郑州日产垃圾6500吨。我
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
守的。之前这些垃圾都去了郑
州侯寨生活垃圾填埋场，那里
已填满了 5 座垃圾山，每座

“山”有十几层楼高，五六个足
球场大。设计填埋22年的垃
圾场，目前刚13个年头已基本
饱和。

可垃圾埋起来，只是把问
题暂时掩盖了。这些东西腐烂
后产生的液体，专业术语叫“渗
滤液”。大量的渗滤液会对土
壤、地下水造成危害，产生污

染。渗滤液能产生多少年呢？
国外有一项研究：拿破仑时代埋
的垃圾如今还在产生渗滤液。

垃圾不分类还有一个很严
重的问题是资源浪费。日产垃
圾6500吨只是指核心城区的生
活垃圾。还有废弃家电、医疗垃
圾、建筑垃圾、各种工业垃圾
等。综合起来又是什么数字
呢？这些在变成垃圾以前是各
种各样的产品，再往前是原材
料、是各种资源，石油、天然气、
矿产等，没开发以前都是绿水青
山。是我们把大地山川“开膛破
肚”后拿走需要的部分，制成各
种商品，快速在我们手中过渡一
下丢弃后才变成的“垃圾”。然
后，就成了包围我们的垃圾山。

垃圾不分类到底有什么问题？

垃圾分类说得轻巧，居民如何能做到？

只要教育引导、监管奖惩等做到位，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定会渐渐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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