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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活垃圾零填埋 回收利用率高達42%
推進垃圾分類四年 居民從無序投放到自律分類

只需按下按鈕，即可實現一鍵「無接觸式」垃圾

投放，還能便捷掃碼積分，這是上海奉賢南橋鎮正

陽小區配置的新型智能垃圾分類廂房。「這個垃圾

站一點味道都沒有，最方便的是，濕垃圾可以『一

鍵投放』，這樣時尚的垃圾站給了我們太大的便利

了。」居民陳女士這樣說道。這款智能垃圾分類廂

採用的是封閉式箱體，共有三個投放窗口，用於投

放乾、濕垃圾及大件乾垃圾，還可實行24小時監

控。自2019《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

施起，上海開始執行內地「最嚴垃圾分類」。四年

來，上海的垃圾分類已經潤物細無聲，成為民眾生

活的一部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42%，其餘

則為焚燒和生化設計處理，實現原生生活垃圾（生

活垃圾未經任何前端處理直接進行填埋消納）零填

埋。居民志願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最開始的

定時輪崗到後來的不定時走訪，需要自己糾正的不

足之處越來越少，智能設備的引入也讓分類效率更

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隨着智能垃圾分類廂房的落地，解決了異味的問題，居民
只需按下投放濕垃圾的綠色按鈕，將濕垃圾袋放入投放

口，廂房內自帶的破袋器就會進行自主破袋，並將垃圾袋投入
乾垃圾桶中。南橋鎮社區環境服務中心處置督查科工作人員徐
繼英表示，「每次投遞垃圾獲得的積分更是能兌換小禮品，也
大大提高了居民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新能源垃圾車助力源頭監管
在智能應用方面，上海進行了全方位應用推進。近日，長寧

區16輛嶄新的新能源濕垃圾車已投入使用。據長寧區綠化市
容局介紹，舊有的燃油環衞清運車輛，存在車輛尾氣排放、夜
間清運發動機嘈雜等問題。
但此次新能源垃圾車不僅實現了碳零排放節能目標，還搭載

全新的濕垃圾「車載計量」系統，通過數據同比、環比等分析
方式，助力生活垃圾分類實效的源頭監管，推進垃圾分類智能
化進程。

推進集散場可回收物精細化分揀
據了解，目前上海已建成焚燒廠15座，濕垃圾集中處理設
施10座，上海生活垃圾焚燒和濕垃圾資源化利用總能力超過
3.6萬噸/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42%，實現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
上海的成功實踐，也為全國垃圾分類工作提供了優秀經

驗。
對於垃圾分揀員宋師傅來說，與居民的「雙向奔赴」讓垃

圾分類的工作從最開始的「無序」到如今的「無憂」。在楊
浦區金上海家園小區，宋師傅看着整潔有序的垃圾分類箱，正
做着清潔工作。
他說：「現在的硬件設施很好，濕垃圾處理好等待清運走，
乾垃圾進去壓縮處理。建築垃圾的投放一併兼顧到位，很好操
作。居民投放垃圾也更主動、更自覺。」
為了做好垃圾分類工作，楊浦區綠化市容局完善生活垃圾全
程分類管理，並且進一步深化可回收物回收服務體系建設，落
實了街道中轉站規範管理，推進集散場可回收物精細化分揀。
以金上海家園小區為例，不僅垃圾廂房翻新進一步增加專門收
納裝修垃圾的「綠巨人」，同時到位了垃圾壓縮設備，在垃圾
分類實施數年後，居民養成了分類習慣，更專業的垃圾工作站
不僅便利了垃圾分揀員的工作，也讓居民的垃圾分類更「無
憂」。

志願者：從定時輪班到不定時走訪
「最開始，我們志願者輪班在垃圾站旁邊教居民分類，上門

宣傳，也經常會發現有居民把裝着濕垃圾的塑料袋連同濕垃圾
一起扔，再由我們志願者重新整理，但現在，每個居民都已經
養成了垃圾分類的習慣，垃圾分類真的成為了我們生活中的新
時尚了。」 上海金海街道少湖社區垃圾分類居民志願者倪琴
新這樣說道。
自從上海正式推行垃圾分類開始，倪琴新主動報名成為了社
區垃圾分類志願者，他印象最深的工作是每天重複「教學」乾
濕垃圾分類，以及在濕垃圾中找尋被「遺忘」的乾垃圾，「最
開始居民肯定覺得太麻煩了，有些居民也總是分不清乾濕垃
圾，我們知道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為此，與居民們面對
面的志願者，成為了最有效的垃圾分類「大使」，「我們是居
民也是一個社區的鄰居，首先我自己要做好，就可以帶動我的
鄰居們，成為垃圾分類的執行人，面對不理解的居民，我們也
會耐心講解，在我看來面對面的交流是可以增進信任的，我這
樣做也看到了成效。」不過現在，志願者們不再需要定時輪班
了，只需要不定時走訪即可，「小區居民已經將垃圾分類當成
了日常與習慣，我很高興看到社區變成一個綠色社區。」

◀上海奉賢區南橋鎮居民使用智能垃圾分類廂
房，只需按下按鈕，即可實現一鍵「無接觸式」
垃圾投放。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智能垃圾分類廂房自動分類濕垃圾與垃圾袋。

2018年3月：上海市政府發布《關於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
體系的實施方案》，提出2020年將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並在居

住區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

2018年4月，《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年—2020
年）》發布，細化落實方案。

2019年1月，上海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
例》。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上海垃圾分類邁入「硬約
束」時代。

2020年1月，上海垃圾分類「成績單」出爐，全程分類體系已基本建成。

2020年7月，上海垃圾分類實施一周年，垃圾分類投放率超過95%。

2021年8月，上海16個區和220個街鎮垃圾分類綜合考評達到「優秀」
水平。

2022年9月，上海市乾垃圾焚燒設施已建成共14座。

2023年5月，上海垃圾分類實效持續保持穩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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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類推進過程

習近平覆函上海垃圾分類志願者：推動低碳生活新時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月21日給上海市虹
口區嘉興路街道垃圾分類志願者回信，對推進垃圾分
類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看到來信，我想起五年前同

大家交流垃圾分類工作的情景，你們熱心公益、服

務群眾的勁頭讓我印象深刻。得知經過這幾年的宣
傳推動，垃圾分類在你們那裏取得新的成效，居民
文明程度提高了，社區環境更美了，我很欣慰。
習近平強調，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是個系統工

程，需要各方協同發力、精準施策、久久為功，需要
廣大城鄉居民積極參與、主動作為。希望你們繼續發

揮志願者在基層治理中的獨特作用，用心用情做好宣
傳引導工作，帶動更多居民養成分類投放的好習慣，
推動垃圾分類成為低碳生活新時尚，為推進生態文明
建設、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積極貢獻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關注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年來，我國垃圾分類工作持

續深入推進，297個地級以上城市已全面實施生活
垃圾分類，居民小區平均覆蓋率達到82.5%。近
日，上海市虹口區嘉興路街道垃圾分類志願者代表
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當地垃圾分類工作取得
的成效，表達為推動垃圾分類在更大範圍開花結果
貢獻力量的決心。

濕垃圾液在地上流淌，非定點時間依然
有垃圾投放。上海垃圾分類實施至今，絕
大多數居民已經養成了垃圾分類的習慣，
但短板依然存在。

在一些老舊小區，還會出現濕垃圾液沒
有及時清理，長者居民垃圾分類科普依然
待加強的情況。居民古先生表示，自己居
住的小區已有40年歷史，「垃圾分類實

施得挺好，但還是會出現濕垃圾液體流到
地上，影響小區環境的問題，希望可以盡
量改善。」也有社區志願者表示，一些長
者對於乾濕垃圾分類認識比較困難，對於
長者的垃圾分類知識科普工作依然需要持
續。

「我們小區定的是每天早晨和傍晚投放
垃圾，但有些居民中午就會自己把垃圾往

垃圾站門口堆放，最後只能是物業或者是
志願者將垃圾收走，垃圾分類到現在，雖
然絕大多數人養成了習慣，但確實也有人
思想鬆懈，覺得偶爾不遵守規矩沒關係，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居民朱小姐這樣感
嘆。

朱小姐居住在上海近郊的小區，小區內
居民約有2,000戶，每500米設有垃圾投

放站。
「我們小區是早晨和傍晚垃圾箱房各開

放3小時，但有些居民沒有養成定點丟垃
圾的習慣，可能在中午或者晚上自己單獨
出來扔垃圾，為小區志願者和物業增加了
工作量，也讓小區環境變得不那麼美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上海報道

鄉村因地制宜 濕垃圾就地就近處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在上海青浦區，農村與集鎮地區不同
垃圾分類舉措的推行，提供了更多垃圾分
類的特色案例。青浦區相關管理部門工作
人員介紹：「農村相比集鎮地區社區不
同，在青浦，我們有不少區域是鄉村農
田，人口密集度不高，居民離生活垃圾投
放點、垃圾房相距較遠，如果全部採用同
一套垃圾收運模式並不一定有效，為此我
們特意根據不同的區域情況制定了不同的
垃圾投放策略，如今垃圾分類實效大有提
升。」
同時，據了解，青浦部分農村地區
通過因地制宜設置濕垃圾就地就近處

置設施，有效解決了廚餘垃圾的就地
處置，也有效提升了濕垃圾的資源化
利用率。

「戶投、村收、鎮運、區處」
據介紹，在農村地區生活垃圾分類摸索
和實施過程中，已逐步摸索出了「戶投、
村收、鎮運、區處」的模式，各屬地街鎮
村委積極落實分類工作，為每戶村民家門
口在相對固定的位置統一配置了乾濕分類
投放容器，通過志願者隊伍和村民自治力
量，對村民一次分類的垃圾進行二次分
揀、駁運，確保源頭分類質量，加強上門
宣傳垃圾分類，幫助居民養成了垃圾分類

的習慣。

濕垃圾不出村 高效處置
不過，村民家庭生活垃圾得到了解決，
鄉村農田裏較多的有機垃圾，如廢棄的農
田蔬菜作物、水生植物等又如何提升資源
利用？據上述工作人員介紹，根據部分農
業垃圾特性，選擇部分可資源化利用的有
機垃圾納入增設的濕垃圾就近就地處理設
施加以解決了這一難題。
例如重固鎮生活垃圾主管部門為村民們
配置了濕垃圾就地處置機，濕垃圾經過設
備粉碎、發酵、堆肥等處理，變為肥料，
可以實現濕垃圾就地進入生態循環利用系

統，有效提升資源化利用水平。
而在趙巷鎮中步村，「濕垃圾處理中
心」的濕垃圾處理減量率可超過95%，無
固渣二次轉運出處問題，讓濕垃圾不出村
就可進行高效處置，真正做到垃圾源頭減
量。
另外，青浦還積極推行可回收物工作，
例如鼓勵居民將乾垃圾中的可回收物細分
出來，又或者將居民源的低價值可回收物
集中收集後再資源化利用，幫助提升了回
收利用率。如今，區裏的可回收物日均回
收量較5年前增加了200噸，同時提升了
居民垃圾分類意識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

▲上海長寧區新能源濕垃圾車投入使用，實現
碳零排放。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老舊小區仍有短板 科普還在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