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新闻·关注（二）A05

责编 陈娜 图编 田铮 美编 俞丰俊 责校 翟永军

2012年2月25日 星期六

去年5月16日，农展馆，北京市垃圾分类系统建设与资源化处理技术展览会上，市民们将手中画着各种垃圾的牌子分别投入3种垃圾桶，体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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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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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北京将
全面完成 600 个垃圾分类达
标试点小区任务，全市生活
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 50%左
右。由此带来的垃圾减排效
应，有望使北京的生活垃圾
产生量增长率多年来首次下
降到5%以下。

这是记者从昨日举行
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新闻发布会上获知

的消息。
据市市政市容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将进
一步加大垃圾分类系统建
设和运行的资金保障力度，
加强垃圾分类系统建设标
准的培训、指导和检查验收
工作，确保垃圾分类系统建
设的硬件设施建设到位，完
成今年 600 个垃圾分类达标
试点小区任务。

如果再加上2009年完成
的600个达标分类小区和2010
年完成的1200个达标分类小
区，到今年年底，北京垃圾分类
达标小区将有2400个，约占全
市小区总数的一半。

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与达标小区所占
数量达到一半相对应的是，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也
有望达到50%左右。还将层

层落实达标小区垃圾分类管
理单位、垃圾分类运输单位、
垃圾分类处理单位的责任,
全面落实垃圾分类 管 理责
任人制度。

加大前端垃圾分类收
集装备的“升级换代”，提
高分类收集作业的专业化
水平，环卫专业队伍与物资
回收专业队伍相互融合，各
类专业作业单位延伸到小

区前端，实现垃圾分类密闭
收集和运输。此外，在垃圾
分类中，北京也不会就此排
斥传统的“破烂王”，市市
政市容委将继续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系统
建设和运行。

严格执行的垃圾分类将带
来垃圾减排效应，有望使北京
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多年
来首次下降到5%以下。

今年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达50%
年底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将有2400个；有望使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首次下降到5%以下

作为全国首个就生
活垃圾制定地方法规的
城市，《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在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的问题上经历了
从管制、惩罚的思路向鼓
励分类的转变。

生活垃圾处理如果要
实现减量化、资源化，作为
源头的分类是基础工作，
但一开始立法的思路是希
望通过强制的方式开展垃
圾分类。该法规的起草是
由北京市政府进行的，在
2010年11月，北京市政府
法制办在官网上公开了法
规草案，征求民意。

在生活垃圾分类问题
上，征求意见稿规定，对违
反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
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对个人处 20 元以上、200
元以下的罚款。不少人反
对通过处罚的方式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在草案报送
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时，
市政府法制办已经将上述
规定删除。

北京市人大代表、生活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就支
持删除的做法。他认为，垃
圾分类习惯的养成不是短
期可以做到的，如果采取罚
款的手段，则会面临大多数
人都要被处罚的局面，这
并非处罚的目的。不过北
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
还是建议，立法应该禁止
不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
倾倒、堆放生活垃圾，违
反的应该处罚。

最终，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法规，确立起运用
经济手段鼓励居民对生活
垃圾分类的管理方向。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人
士认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尚面临难以收缴的困境，
罚款难度更大。立法最终
选择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市
民进行垃圾分类，而不是
强硬的罚款手段。

法规在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上设定了鼓励分
类的收费模式，规定按照
多排放多收费、少排放少
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
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
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
计价、易于收缴的生活垃
圾处理收费制度。

垃圾分类
处罚？鼓励？

“你那个‘绿房子’快成
影视基地了。”这是律师黄小
山转述别人怎么形容他的绿
房子，听得出，他挺骄傲。

黄小山的网名叫“驴屎蛋
儿”，很多北京人对这个网名
再熟悉不过了。去年夏天，这
个住别墅的律师在自家小区
附近花 14 万元建造了一所

“绿房子”，只为垃圾分类。“今
年3月15日至4月1日，‘绿房
子’将正式试点。”他说。

“绿房子”大约 10 平方
米，首先让人看到的是一个
操作平台，平台上有七个
洞，每个洞下面对应着七个
绿色的垃圾桶，分别按照塑
料、纺织物、金属、纸、其他
垃圾、有害垃圾、电池分类，

“驴屎蛋儿”希望通过这样

的分类最大限度地把可回
收物提取出来。

另一件东西是一个压榨
脱水机，白菜扔进去，出来的
是白菜水和干巴巴绞碎的菜
叶，这台机器就是为了吃下去

“湿垃圾”，脱出的水直接排
走，剩下的干巴巴的垃圾一
称，比扔进去之前能少60%的
重量，通过脱水实现垃圾减量
是“绿房子”的另一作用。“垃
圾分类不能靠自觉，必须有人
强制性的进行垃圾分类。”“驴
屎蛋儿”认为，垃圾分类不能
建立在居民的自觉性上，“这
样会注定失败”。

其实，“绿房子”就是个
强制的垃圾分类站。目前，
试点区域定在了纳帕溪谷、
常兴庄，千户居民参加，剩下

的工作将交由志愿者完成。
“‘绿房子’其实是设在小区
源头二次分拣的平台。因
为老百姓做不到自觉的垃圾
分类，所以我们才要建设一个
平台。”他说，最近一些做慈善
的房地产人士与他联系，他们
正设想将“绿房子”推广到这些
地产商的小区里去。下一步，
他会用抽奖的方式鼓励居民
把分好的垃圾送过来。

“驴屎蛋儿”还要等着
试点开始，算一算每天收到
多少垃圾，减量多少垃圾，
到底“绿房子”为政府省了
多少运费、为垃圾处理节约
了多少钱，“我还请了第三
方权威机构来监督运行，初
步决定每一个月对数据进
行汇总。”

■ 个案

驴屎蛋儿：“绿房子”下月试点
垃圾分类的理念已经被

越来越多居民接受，但由于
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严格
执行垃圾分类的居民仍在少
数，“意识到了，手没到。”居
民老张说。

位于东城区的东花市枣
苑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已超过
两年。老张住在这里已有 3
年，他觉得小区居民的卫生
习惯和环保意识在逐步提
高。老张家有两个垃圾桶，
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客厅。
厨房垃圾桶主要收集蛋壳、
菜叶、果核等餐厨垃圾，“不
过有时一些食品外包装袋也
会随手扔到桶里。”老张说，
他意识到了这对于严格分类
而言不是很规范，但要改变
还需要时间。

昨日，在花市枣苑的厨
余垃圾箱里，一摞报纸夹着
一包带塑料包装的红枣躺在
里面，“因为缺少监督，这种
情况也经常发生。”老张看着
垃圾桶说，不过实行垃圾分
类之后，还是好了很多。

清运和收集垃圾的工作
都由小区物业负责。物业一
名负责人表示，居民的理念
确实是在发生变化，但实行严
格的垃圾分类，路还很长。

厨余垃圾处理机是小区
的一大特色，不过由于垃圾
分类不够细致，厨余垃圾处
理机的日处理量距离“吃得
饱”还有较大距离。只有未
来居民严格分类厨余垃圾，
这台机器才能体现它的最
大效力。

■ 现场

“意识到了，手没到”

从3月1日起，北京将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推行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有1800个小区成为垃圾分类达标小区，今年还将有600个小区加入到这一行列。如何能让市民更
加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将决定着我们能否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