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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紫蓬镇紫蓬

家园二期小区1099套回迁安置房进行公开

选号分配，854户居民将在配套齐全的现代

化小区里开启新生活。

图为肥西县紫蓬镇回迁居民在回迁安

置小区内参观。

新华社发 徐勇 摄

安徽肥西：
回迁居民选新房

4 年前的夏天，一场垃圾分类的新时尚开
始覆盖整个上海，如今这已成为市民生活的日
常习惯。

几年来，上海不仅在源头投放环节发力，
途中该有的配套升级一样也不少。垃圾分类投
放后的收集、收集后的管理、管理后的运输、
运输后的处理,环环相接，均达成垃圾分类的
初衷。一个经得起考量的良策在实践中增进共
识、发挥作用，逐渐形成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的“上海模式”。目前，湿垃圾分出量基本稳
定在干湿垃圾总量的35%左右，可回收物回收
量为日均7000吨，有害垃圾分出量达到日均2
吨以上，居民和单位分类达标率均实现95%。

面向未来，上海垃圾分类正迈向“2.0
版”。为更好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今年将
推出一系列举措，如优化社区垃圾分类“一小
区一方案”，打造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更
新“沪尚回收”标识等，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
碳生活新时尚。

破袋投放强化源头“提纯”

正确做好前端投放是生活垃圾分类的基
础，采取破袋投放是上海的特色做法。看似
细小的举措，却可以在源头减少 80%的微塑
料进入湿垃圾处置体系。同济大学的一项调
研显示，2018 年前，运至湿垃圾资源化利用
末端处理厂的湿垃圾进厂物料中，杂物含量
达 20%至 35%，而居民破袋投放湿垃圾后，运
至老港的湿垃圾中，杂物含量仅为 3%至 8%。
如此一来，就减少了为垃圾“提纯”的人力
物力。

经过几年实践验证，得益于基层大力推行
的破袋投放等富有创造性的管理措施，上海垃
圾分类“1.0 版”取得阶段性成功。从前端，
居民分类意识；到中端，社区、街道、社会作
出的努力；再到末端，垃圾处理厂的“绿色变
身”，整个社会垃圾分类意识不断增强，朝着
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基于以往经验，上海落实精细化管理，巩
固源头分类实效。今年，以广大市民实际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
优化“一小区一方案”。通过合理设置投放时
段、按需配比投放容器、加强投放点环境卫生
管理、有序安排驳运收运频次等措施，改善投
放环境。同时，通过第三方测评、行业检查、
执法监督等手段，维护社区分类投放管理秩
序，营造“方便大家分、引导大家分”的分类
投放环境。

加快提升资源化减量化水平

资源化利用是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市民
群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当前，上海生活垃圾已全量无害化处理，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2%，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2022年初，上海规划新增7座湿
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其中4座已开工建设，将
进一步补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

2022年底，坐落于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内的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项目三期开工建设。这是
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补短板、提能
力”的重要项目，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区及浦东
新区。三期项目不仅集结成熟先进的处理工
艺，还能输出多种资源化产品，覆盖新能源、
新型饲料、新型肥料三大领域，预计年产毛油
3600 吨、炭基有机肥 2 万吨、压缩天然气 8 万
吨，年处理湿垃圾将达到 73 万吨，最大限度
实现湿垃圾的资源循环和利用。

垃圾分类是民生关键小事，也是绿色发展
大事。上海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快推进生活
垃圾末端处置设施建设，为绿水青山提质增
色，为人民美好生活赋能添彩。接下来，对标
绿色低碳、高效利用、资源循环等高质量发展
要求，上海将在两方面继续加强探索创新。

在推进深度资源化方面，开展湿垃圾有机
质利用、沼渣高值化转化等技术研究与应用。

强化资源化利用产品推广应用，通过对湿垃圾
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累积效应
进行监督评价，拓展湿垃圾资源化产品在滩涂
土壤改良、林业、绿地等领域的推广应用。以
贯彻落实《上海市浦东新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
利用若干规定》为契机，先行先试，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技术或模式。

在促进全程减量化上，积极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理念。整合各方资源，进一步落
实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服
务业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快递、电商等行业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加大绿色包装推行力度。

打造“五个一批”示范亮点

垃圾分类吹响了低碳生活新时尚的号角。
今年，上海将通过打造“五个一批”示范亮
点，让垃圾分类更好融入日常。

按照 《垃圾房技术要求》《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运要求》等技术标准，推动一批老旧破
损、功能不健全的生活垃圾房提标改造，打造
一批标准化垃圾房。

根据分类管理精细化、投放环境精致化、
科技赋能精良化、回收服务精制化、特色亮点
精品化的“五精”标准，打造一批垃圾分类精
品示范居住区。

结合“沪尚回收”可回收物视觉标识，全
面提升可回收物体系整体形象，率先打造一批

“一区一品”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
在往年五角场下沉式广场、上海动物园等

场所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试点的基础上，鼓励
各区推进结合区域风貌特色，总结推广经验，
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
区域。

另外，整合上海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
理、资源化利用设施等科普资源，融合运用
3D 云浏览等技术，打造一批市民线上线下垃
圾分类科普体验线路。

据《文汇报》

申城垃圾分类“2.0版”

聚焦低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