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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8小时的绿色实践

“益”起来

办公新风向办公新风向

不撤桶并站考验公民行动自觉

中国环境报：北京市垃圾分类新条例对违反规定的个
人和单位的罚则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体
现，有人认为是“条例不够硬”，您如何解读？

谢新源：根据北京市垃圾分类新条例（以下简称“新条
例”），对再次违反规定的个人，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
款，但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不予行
政处罚。我认为，这是北京市这项措施显得更“人性化”的
地方。罚款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让少数没有分类的人理解
垃圾分类的意义从而转化为行动。

另外，新条例规定，垃圾收运单位发现收到的生活垃
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有权要求管理责任人改正；拒不改
正的，应报告城管执法部门。

我理解这是“不分类，可劝改”，区别于上海等城市的
“不分类，不收运”，使得北京市新条例相对弹性更大。但
如果收运单位和城管部门执行到位，也可以起到倒逼源头
分类的效果。

中国环境报：北京垃圾分类“不会撤桶撤站，也不强迫
定时定点”，这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谢新源：前几年，北京市尝试过动员居民志愿者参与
社区垃圾分类的源头督导，却没有同步采取撤桶措施，志
愿者无法兼顾多组垃圾桶，与扔垃圾的居民难以有效沟
通。后来，一些小区设立了“厨余小屋”，可以保障愿意分
类的居民的厨余垃圾有出口。但是，大部分这样的小区并
没有标识牌指示这些“厨余小屋”的位置以及开放时间，加
上原来的桶没有撤销，让很多居民误认为小区没有在分
类。而且仅靠小部分居民自愿分类，在新条例将垃圾分类

规定为每个居民义务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够。
因此，建议北京市找一些社区尝试撤桶并站，建立全

民分类的设施条件。而且很重要的是，把各小区所有分类
点位用明显标识牌告诉居民，这也是全民分类新时代最基
本的宣传。

党建引领，带动各方积极参与

中国环境报：采访时，有小区物业反映，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难、督促难，管得松了可能会被追责，管得严了容易引
发和居民间的矛盾。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谢新源：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包括硬件改造、居民动员、
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的具体操作等，这些工作必须配合起
来，才能出效果。但是，目前在北京市的小区中，这些职责
是由不同主体承担的，而且不同小区（如有物业小区和无
物业小区）的情况差别很大。

北京市此前垃圾分类主要交给第三方企业，但后者是
社区的外来者，做厨余站点管理、二次分拣问题不大，但并
不适合当面进行居民动员工作。同样，物业虽然是“生活
垃圾管理责任人”，但由于居民对其认知是“为业主服务”，
因此，物业来督导居民垃圾投放行为，存在难度。

我建议，以党建引领，带动居委会、物业、垃圾分类公
司等小区相关方。上海、厦门是国内垃圾分类实践最成功
的两个城市，它们的一条共同经验就是，社区党建引领，通
过垃圾分类工作会议和实地推动的磨合，确定各方的职责
分工；居委会在居民动员方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督
导物业等法定责任方做好硬件和管理制度建设，直到分类
效果达到高位维持的阶段，再交给法定责任方；而居委会
本身也受考核制度的约束。

另外，建议北京市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一些

社会组织在环保方面专业性强，可以协助相关方进行社区
分类动员整体方案的设计和跟进。而社会组织来自民间，
对居民更有亲和力，可以成为政府、物业、垃圾分类企业等
相关方与居民沟通的“润滑剂”。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媒体监督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动员，让
更多市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

谢新源：一方面是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制度，让基层宣
传动员更有章法。北京市前几轮垃圾分类的一个问题在
于过于粗放，宣传动员与制度的配合不够。例如宣传往往
仅靠广场活动、讲座，参与者也往往是同一批人，达不到全
民动员的态势。

据我们的调研，厦门市通过台账记录，利用大数据掌
握每户居民是否已经养成分类习惯，并且与入户动员精准
结合，只对尚未养成习惯的居民进行上门沟通，随着分类
的居民越来越多，动员成本也越来越低。

另外，垃圾分类一线动员，需要督导员、志愿者有一定
的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社会组织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
并解决后续实操中实时遇到的问题，直至大部分居民养成
自己动手分类的习惯。

另一方面，要坚决执法，由媒体跟进报道。北京市垃
圾分类新条例最大亮点在于明确规定了从垃圾产生源头
到后端处理一系列相关主体的责任。那么对于未履行义
务者，就应当严格执法。上海市除了正面引导外，去年 7
月 1 日之后的一周内，全市城管开展了集中的执法工作，
并且通过媒体全程直播，发文至各个新闻平台。让社会看
到条例实施后的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少数不分类者
带来的不良影响，形成全民分类的氛围。

结合小区实际，“两桶
一袋”最方便

3 号楼的白奶奶，正拿着自己分好的
两袋垃圾走下楼。

“一袋是其他垃圾，一袋是厨余垃圾，
我们就老两口，产生的垃圾本来就不多。”
白奶奶熟练地把垃圾扔在了楼门前对应的
垃圾桶里。“我觉得分类不麻烦呀，习惯了
就适应了。再说，你看就这两类，有什么费
劲的。”

此时记者才留意到，在小区里设置的
桶站为 3 个一组，其中两个灰色桶注明“其
他 垃 圾 ”，一 个 绿 色 桶 对 应 的 是“厨 余 垃
圾”。

垃圾分类宣传不是分四类吗？为何在
这个小区里，只见到两种分类？马战友随
即给出了解答，“按这种方法分类，是目前
实行起来最方便的，也完全能够满足小区
需求。”

“居民操作起来简单方便，分类的意愿
才能提升。”对于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垃
圾，居民可以顺手带下楼，放在桶旁边，小
区有专门的资源回收人员会及时拿走。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两桶一袋”方式，
也是北京市倡导的垃圾分类方式。如今，
市城市管理委已经制定了《居民家庭生活
垃圾分类（两桶一袋）指引》，建议居民在家
中设置“两桶一袋”，分类收集垃圾。

而对于“有害垃圾”红色桶，则没有在
小区内摆放。“一方面是量太少，一方面也
是里面的物品不安全。”马战友说，为避免
产生隐患，他们把红色桶放置在社区居委
会门口，“居民多走几步，扔到这里集中收
集处理。”

居民把“有害垃圾”扔到红色桶，仅仅
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于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来说，则要想得更细、更全面。

“比如有些过期药品，社区工作者都重新拿
出来，把药片碾碎，防止再利用，这样的闭
环管理，才真正做到安全。”

垃 圾 分 类 中 ，志 愿 者 的 工 作 不 容 忽
视。这些志愿者主要是社区党委带领下的

社区党员，通过党员带动群众，分类“达人”
带动众人，垃圾分类的示范效应显著。

在马战友看来，要想真正动员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社区必须结合本小区实际开
展具体工作，“要有调研，要动脑筋，还要细
心细致地指导居民，里面的学问多着呢。”

引入专业化公司，社区
和居民双受益

值班了半个多月，志愿者韩阿姨告诉
记者，“我感觉参与分类的人多了。你别
说，变化挺明显的。”

变化明显，有政策的推动，可背后的
“功夫”，却不是一天练成的。

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书记杨立新向记
者介绍，与“垃圾”打交道，俨然成为了社区
纷繁工作的重要部分。

几年来，社区积极实践行动，如组织居
民 参 观 垃 圾 焚 烧 厂 、学 习 使 用 垃 圾 分 类
APP 打卡、在属地中小学推广“我给垃圾记
个账”等活动，通过政府引导、知识宣传、智
能化管理等多种手段，培养市民垃圾分类
的意识和习惯。

杨书记介绍说，北京市施行垃圾分类
新规以来，他们更是多次召集社区各党支
部书记、志愿者、物业等部门，针对垃圾分
类开展研讨，吸取好经验、好做法。

她还不忘向记者展示她的手机微信群
——“你看，昨天还有热心居民在分享一个
垃圾分类的小游戏，这说明大家都在关注
这件事，参与的积极性也在逐步提升。”

走在东花市南里社区，只见桶站干净
整洁，旁边 树 立 的 宣 传 板 上，公示着当月
厨余垃圾的回收量。谁来回收 这 些 厨 余
垃 圾 ？ 小 区 又 是 如 何 保 证 桶 站 清 洁 如
新呢？

原来，社区在 2017 年就引进专业企业
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
司，参与垃圾分类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公司负责东花市南里片区的工作人员
马瑞介绍说，他们在小区内设有专门的垃
圾分拣员，每天会定时定点清运垃圾。这
些厨余垃圾，会运送到社区垃圾中转站，再

由环卫集团统一运输走。“目前公司在东城
区覆盖了 5 个街道，大约 30 余个社区。从
事垃圾分类的一线人员，也有 100多人。”

针对可回收垃圾，天天洁公司在小区门
外设立了封闭的铁皮白房子——“绿猫”回收
屋，专门收集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资源。

“绿猫”还有专门的 APP，一键预约，小
区内的分拣员就会上门，“报纸每公斤 1.4
元，纸板每公斤 0.7 元”，在 APP 里，不仅能
回收纸类、塑料类、金属类物品，如电视、空
调、洗衣机等大件电器，也可以上门回收。

引入专业化队伍，无疑对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起到了助推作用。“一方面，企业协
助政府解决垃圾分类，社区提高了管理效
率，另一方面，居民获得了良好的社区环
境，一举多得。”杨立新表示。

“五一之后，厨余垃圾的量大了，原来一
天早晚各一次，现在有的小区要收四五次，居
民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了。”马瑞如是说。

调动公众参与，长期坚
持还需费心巧思

记者守候在东花市南里 社 区 的 垃 圾
桶旁，见到了“全副武装”的“绿猫”垃圾
分 拣 员 张 师 傅 。 此 刻 ，他 在 把 桶 里 的 垃
圾 分 拣 出 来—— 厨 余 垃 圾 要“ 破 袋 ”，倾
倒 在 工具车的桶中，垃圾袋则放 入“ 其 他
垃圾”桶。

桶内收拾完毕，还有一系列后续动作，
要把桶里外擦干净后，再喷上消毒液。“每
一个桶都要这样做，”张师傅说，“如果你在

“绿猫”APP 里预约，上门回收的也是我。”
“对我们来说，居民分类习惯越好，工

作就越轻松。”张师傅也表示出了和其他采
访对象一致的印象，那就是垃圾分类情况
在转好，分得人“多了起来”。

在小区的采访中，也有居民表达了自
己的困惑。“都直接倒在桶里，夏天多不卫
生呀，恐怕会有异味吧。”

“听说今后厨余垃圾要自己‘破袋’，这
样会不会弄脏手呀。”上班族潘先生说。

对此，马瑞告诉记者，正确且规范的操
作，应该是居民自己把厨余垃圾“裸投”。

其所在公司也在研究改进垃圾桶，设有“破
袋”的功能，同时加大保洁力度，确保卫生
无味。

马战友表示，社区也在寻求解决方法，
同样是在垃圾桶上“做文章”，比如增加脚踏
板，减少手的接触，设置消毒功能等。

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垃圾分类的难
点还在于如何宣传推动，充分调动不同人
群参与的积极性。

“我感觉老年人参与得多，年轻居民，
做得还是不到位。”志愿者韩阿姨的观察，
也是社区党委书记杨立新的困扰。

还要不断探索新方式和新手段。社区
与天天洁公司紧密配合，针对居民持续开
展各种宣传培训、讲座，利用寒暑假面向学
生举办“垃圾分类”实践课堂。“今年我们还
计划通过垃圾分类达人宣讲、楼门垃圾分
类评比、建立奖励机制等多种方式来提高
垃圾分类参与率。”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
‘一蹴而就’，而是要长期坚持，不断创新探
索，让垃圾分类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
活习惯。”杨立新表示。

放眼北京，一份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
对北京市 15 个区的 600 余户家庭进行的问
卷调研显示，有 36%的家庭所在社区已开
展了垃圾分类，多数社区还未开展；44%的
家庭已在居家过程中开展了垃圾分类。

眼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北京，
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进展缓慢，
很多灵活多样的创新活动开展也受限。

但疫情也是契机。马战友的一个深刻
体会是，疫情转变了人们的卫生观念，加速
了环境意识的提升。“大家都向往环境好，
那就要每个人都要努力。”

此次社区调研的末尾，东花市南里社
区“垃圾分类达人”张战阿姨的经验分享，
无疑代表了小区居民的心声——“这一年
多坚持下来，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而且身边很多人被我影响，自觉践
行，我还挺自豪的。”

“自己添点小麻烦，环境才没有大麻
烦。”这是张战的心愿，也是每个人期待的
愿景。

“人性化”条例要配“无折扣”执行

北京东花市南里党员带动群众，“达人”带动众人

垃圾分类的社区样本
◆本报记者张黎

专访

聚焦垃圾分类新规系列报道

又到六点半，迎着晚霞，穿着印有垃圾分类宣传语的“绿马甲”，韩阿
姨准时走到自己值班的“垃圾桶站”，开始了今日晚间 1 小时的值班。这
样早晚各一次的社区垃圾分类宣传志愿者值班，韩阿姨已经坚持了 16
天。

“这不北京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新规了，我们得宣传指导呀。”像韩阿姨
这样的志愿者，在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共有 51 名。在这个拥有
4000 多名居民的小区内，志愿者的数量可不算少。

“每个垃圾桶站旁，都有一名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者、东花市南里
社区党委第一支部书记马战友告诉记者，由于小区很早就开始探索宣传
垃圾分类，在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今新规之后，“成效
更明显了，我们看到，真正行动起来的居民越来越多了。”

上班族的一天，从早晨的打卡开始。“我一天待在办公
室的时间比家里多。”互联网从业者田惠说，“如果办公环
境能更加绿色，那我这个‘社畜’的‘搬砖’体验将会得到极
大改善。”

员工有需求，社会在呼吁。今年地球日，环保组织自然之
友、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多家合作伙伴们共同发起倡议，以“绿
色办公”的方式，鼓励公众、企业在办公场景作出更环境友好
的行为选择。

“破圈”，从环保组织呼吁到企业直接参与

如何理解“绿色办公”？在自然之友零废弃顾问吴骁看
来，“绿色办公”并不仅仅是在鼓励一种以节俭为核心的行动
方式，而是减少碳排放，为办公场景更可持续的资源和能源利
用而努力。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则认为，“绿色办公”应该
涵盖从建筑材料、办公室设计、办公采购的节能与生态友好，
到办公人员日常行为方式的绿色选择。

因此，办公室的能源管理和资源管理十分重要。“水、电、
采光、隔热层等整体的生态设计使用‘绿色能源’，办公室的装
修布置、物品采购和办公消耗，可以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
陈一梅说。

如何让更多企业参与到“绿色办公”的行动中来，则至关
重要。

没想到，此次“绿色办公”的倡议发出后，很短时间内就得
到了万科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浦发银行、中新天津生
态城、腾讯公益、利乐中国等十几家单位的响应。

这让吴骁有些开心，“这意味着，我们的‘破圈’尝试很有
效果。”

“以往环保 NGO 组织活动，大多在圈子内部传播，一翻
朋友圈就能发现被刷屏了。这固然是好事，但却无法有效吸
引参与主体，实现良好的可持续效果。”吴骁说。

“这次‘绿色办公’的参与者以企业为主，一家企业做得有
效果，别的企业会被吸引，就能达到很好的传播示范效应。”吴
骁说，“我们希望利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影响，通过企
业参与，达到宣传环保理念的理想效果。”

化身辅导老师，给予企业专业指导

推进“绿色办公”理念与行动，实实在在的执行效果最具
说服力。为此，此次倡议行动中，自然之友与万科基金会等合
作伙伴还扮演了“老师”的角色，对每一家参与的企业进行充
分调研、试验和总结，帮助企业了解各个阶段对“绿色办公”的
需求，在环节和细节上给予更专业化的指导。

“我们类似于辅导机构，手把手地辅导企业实施‘绿色办
公’。”吴骁打了个比方说。比如，在供应商采购环节，我们会
帮助企业与专业的评估公司建立联系，对废弃物管理进行认
证。再比如，协助企业设计宣传展示区，让“绿色办公”的文化
氛围在其内部生根发芽。“包括宣传手册内容如何确定，食堂
内的电子显示屏播放什么内容，都有针对性的建议。”吴骁介
绍说。

很多企业在“绿色办公”实践中一点点进步，在“绿色办
公”倡议的响应下，万科公益基金会公布了集团“零废弃办公
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集团总部有 53 家单位参与到零废弃办
公行动中，垃圾减量率达到 79%，垃圾分类正确率为 88%，累
计消纳厨余 9049 千克。

陈一梅告诉记者，为了推行整个计划，总部进行了员工垃
圾分类认知的调研，建立垃圾处理流程及终端渠道，还对设备
进行更新。

零废弃行动，人人可参与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参与“绿色办公”，为办公室零废弃做
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万科公益基金会推出了“零废弃办公手
册”，自然之友绿色办公指导手册也给出了很多建议。

比如，手中的电子设备充满电时，及时拔掉电源；带着自
己漂亮的水杯来上班；打印没有格式要求的文件，开始使用单
面废纸。连人们容易忽视的差旅场景，手册也给出了建议，比
如长途差旅时优先选择火车，外住酒店可以自备洗漱用品和
拖鞋等。

在强烈的氛围下，田惠参与了手册中的“10 件刷绿办公
挑战”。“我觉得挑战没有那么难，观念的转变在潜移默化中。”
田惠说。

为了让“绿色办公”制度化、长期化，自然之友还将持续开
发绿色办公标准，并参与相关认证的编制工作。吴骁介绍，

“我们希望与企业联手打造更多成功案例，为相关行业与整个
社会树立绿色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