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报道
2020年 10月 19日 星期一

主编：周辉 责编：卞琳琳5

居民家中的菜叶、果皮摇身一变成为再生资源；餐厨

垃圾经过发酵后成为有机肥料；可回收物可兑换成生活用

品……

拉萨市严格执行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标准。“在曲水县聂

当乡泥浦沟——拉萨市城市固体废弃物末端处理基地，这里的

设备每天都会”吃掉“居民产生的厨余、薄塑料袋、卫生纸等垃

圾。

“垃圾经过分类，收运系统分类收集的餐厨垃圾、有害垃

圾（蓄电池除外）和其他垃圾，分别进入餐厨垃圾处理厂、危

险废物处置中心和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其他垃圾处理设施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在城关

区的垃圾减量化能达到 20%左右。”旦增洛桑说。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21 个月，拉萨市清运处理其他垃圾

54.8 万吨，发电 1.3 亿度；清运处理餐厨垃圾 1.4 万吨。今年 5

月至 9 月回收可回收物 4813.1 吨，运往内地再利用，分类处理

能力明显增强，垃圾分

类效果初显。

在 采 访 四 个 小

区里，记者并未看到塑

料 袋 乱 飞 、垃 圾 乱 堆 现

象，垃圾分类存放比较整

齐有序，小区内道路与绿化

带较干净整洁。据了解，拉萨

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已投入运行，

正在健全规范收运处理体系，努力

达到应收尽收。

目前，拉萨市区其他垃圾运输体系

健全，配备运输车 261 辆。配备厨余垃圾

运输车 24 辆、可回收物运输车 4 辆、有害垃

圾收集车 1 辆，并进一步规范分类收集运输车

辆和标识，收运体系正在完善。

垃圾分类不是小事，它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

设应有之义；垃圾分类不是易事，需要因地制宜、因势而导，加强科学

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刚开始时，有些人会把垃圾放到楼道，都不愿拿下楼，更别说将

垃圾分类了。”乐业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向巴顿珠说。

记者在对拉萨市乐业苑小区采访时发现，群众参与度不高是垃圾

分类实施的一大障碍。“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持续推进实施积分兑

换奖励制度，将垃圾分类融入百姓生活。”拉萨市城关区生活垃圾分类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旦增洛桑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垃圾分类

积分兑换成为了拉萨市垃圾分类工作的“特色”。

记者在城关区生活垃圾“可回收物积分兑换超市”内看到，超市里

面整齐地摆放着毛巾、香皂、洗衣粉等各类生活用品，工作人员正在仔

细地对商品进行分类和登记。“一年下来，仅城关区的垃圾积分就可以

兑换价值近两万元的物品，主要是米面油等。”旦增洛桑说。

“我以前总是把家里的废纸、塑料瓶和其他生活垃圾一起扔进垃

圾桶，没有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意识。自从拉萨城投洁达保洁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到我家里宣讲垃圾分类的常识后，我才开始把家里的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积攒一些可回收物品兑换些生活用品。”正在整

理可回收垃圾的市民群宗说。

在拉萨市乐业苑、畜科所退休基地、教师新村等小区，物业承担起

了垃圾分类的大部分工作。“因为小区居民素质高低不一，我们深知垃

圾分类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先承担一部分垃圾分类工作，并积极

做好入户宣传工作，引导居民不断树立垃圾分类意识。”向巴顿珠告诉

记者，现在每天巡逻时，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将分类好的垃圾

扔进垃圾桶。

为了暂存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拉萨市第一批建设了 120 个分类

收集厢房。分类暂存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提

倡居民直接将分类好的四类垃圾直接投放到分类收集厢房，减少保洁

人员的工作量，改善居住环境。

目前，拉萨市共投放室外分类垃圾桶 16807 个、室内投放 19500 个，

城市道路沿线、广场公园、机场车站、公交车等公共场所已完成分类垃

圾桶设置，新设置分类垃圾箱 3030个、改造分类垃圾箱标识 2562套，设

置智能可回收物箱 89套。

顺势而为

不断改进工作举措

“深化垃圾分类工作还

需加‘码’。”这是记者采访拉

萨市城关区 4个小区后的感悟。

在 4 个小区里，能看到垃圾分

类带来的明显改变，小区垃圾桶明

显增多，环境卫生更加干净整洁等。

但当记者查看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情况

时，只有乐业苑的垃圾桶里有零星分类现

象。该小区物业负责人说：“因为我们这个

小区住的有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部分住户会

有垃圾分类举动。”但是，小区里也有住户认为，

垃圾分类是物业的责任，“经常会有住户拍照发

到业主群，说几楼有几袋垃圾袋，让我们去处理

一下。”这也让这位负责人苦笑不已，“只能慢慢

来，作为物业就要处理好自身承担的职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垃圾分类设施配备、

宣传等工作上，无论从拉萨市还是城关区方面落

实力度还是较大。在教师新村，记者看到，每栋

住户楼明显位置处都贴有彩色提倡垃圾分类海

报，进出口位置也有相关提示语，每三十五至五

十户就有一组垃圾分类桶。“从今年 6 月以来，我

们多次进入每家每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但是，

记者在该小区分类收集厢房里并没有看到对应

垃圾分类装置，“小区里的垃圾分类相关工作，

目前主要是保洁员在做。”物业负责人解释道。

在畜科所退休基地小区内，记者采访

当天，一包过期药品被直接扔在集中收集

垃圾车里，新建的分类收集厢房都上了

锁。在教师新村，小区大门口的右手

边摆放好的四个分类垃圾桶，有三

个被缠上了胶带，据物业解释，是

因为国庆期间，有小朋友在玩

垃圾桶，“怕不安全”。

群众意识不强、参与

度不高，这是垃圾分类实

施 起 来 有 点 难 的 主 要

原因，几个小区物业

负责人都这样表示。

究竟是哪些因素制

约拉萨市垃圾分类的推进？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就现阶段而言，垃圾分类短板应该是群众意识

不强、参与度不高。“群众意识不强就会让一些配备

好的分类设施形同摆设。”拉萨市城关区生活垃圾分

类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旦增洛桑说。当务之急就

是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监管体系与宣传教育机制，为推进拉

萨市垃圾分类工作再加“码”。

记 者 相 信 ，

11 月 20 日 将 正 式

实施《拉萨市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将是加“码”的有力举措。

“以前我都是一股脑儿丢垃圾，现在实行垃圾分类，了解

之后，我觉得垃圾分类挺有意义，生活中会主动对垃圾进行

分类。”教师新村退休教师曲珍对记者说。

为不断提升群众垃圾分类意识，近年来，拉萨市共开展

宣传活动 110 余次，参与市民群众 12 万余人次，发放宣传册

10 万余册，各类媒体宣传报道垃圾分类 1100 余次，对市直机

关、各区、各功能园区、国有企业、学校、宾馆饭店、物业企业

等开展 40 余场专项培训。同时，在市区大型显示屏持续播放

垃圾分类宣传视频和动画，人行天桥显示屏、环卫车辆、公交

车长期展示分类标语画面。印发幼儿园、小学、中学版生活

垃圾分类知识读本 2 万余册，覆盖全市中职、高中、初中、小学

和幼儿园各学校。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正在逐步形成。

旦增洛桑说：“城关区为进一步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增强市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年初，城关区政府与拉萨

市城投工程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以‘垃圾分类你

我他 喜迎幸福中国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使用藏

汉双语教育引导大家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投放。1 月至 7 月，城

关区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26 次，发放宣

传册 74580 册，有效提高辖区内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及准确

投放率。”

从今年 6 月以来，记者在走街串尾时发现，很多街区四种

不同颜色的垃圾分类桶摆放得整齐有序。无独有偶，许多细

心的居民会发现，在位于社区的主干道和小巷内，也都设置

了垃圾分类投放处，各处分类收集厢房上和垃圾桶上，标识

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和其他垃圾的下面都有相应垃圾种

类名录。“虽然我们对垃圾分类知识不

是很了解，但是通过垃圾桶上面的

提 示 ，我 们 也 能 大 概 能 辨 别 出

来。”金珠西路社区居民普布告

诉记者。

统建社区垃圾分类督

导 员 江 白 阿 旺 表 示 ，统

建社区 1 号网格点还设

置 了 4 个 垃 圾 分 类

亭 、10 个 分 类 点 。

每一个亭均配置

蓝 绿 红 灰 4 个

不 同 颜 色 的

垃 圾 桶 和

相 对 应

的 宣 传

栏，即可回

收 物 桶 、厨

余 垃 圾 桶 、有

害垃圾桶和其它

垃圾桶，供居民自

主投放使用。

形成合力

提升知晓度和参与度

变废为宝

垃圾分类效果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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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餐厨垃圾处理厂内部。

图②：居住在娘热路汽车五队小区

内居民将可回收垃圾投入分类桶内。

图③：工作人员对回收的废玻璃进

行整理分类。

图④：群众在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

本报记者 李梅英 央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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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个瓶盖是可回收物，要放到蓝色的垃圾桶里。”

“在家里虽然做不到很精准的分类，但大致还是知道剩菜剩饭是厨余垃圾，电池、过期药品是有害垃圾。”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感觉现在参与率还不是很高，建议加大推广力度。”

……

今年以来，随着拉萨市垃圾分类的不断推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正在逐步形成。拉萨市根据《西藏自治区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提升垃圾分类水平和无害化处理能力，垃圾分类投放渐成新风尚。

垃圾分类：美丽城市新风尚
本报记者 李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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