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市南京東路步行街，街頭垃圾
箱已全部更新，吸引不少遊客學習觀看；
地鐵站內，垃圾桶旁豎立起分類知識海報
；小區內，志願者風雨無阻為居民講解分
類細節……這場 「垃圾大考」吸引全民參
與，獎罰並行。

因未將生活垃圾投放至相應收集容器
，位於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家酒店收到《條
例》實施後的首張責令改正通知書，若拒
不改正，將處以罰款5000到50000元罰款。
松江一家餐飲店主則在拒簽責改書後又拒
絕改正垃圾分類亂投行為，被罰款50元。
近日，還有企業因偷倒垃圾被罰2萬元。

志願者研「積分」鼓勵居民
為鼓勵居民垃圾分類，部分地區實行

積分獎勵、書面表揚等方式，還有無數志
願者風雨無阻為垃圾分類宣傳。在上海長
寧區上航新村的 「暖心之家」，由志願者
朱慶辰製作的 「卡槽機」幫助大家 「掃碼
積分」，讓重複辛苦的勞動變得簡單易行
。記者看到，居民投放垃圾後，將手機對
準積分機器掃描，即可將 「廢物」轉換成
積分，可兌換紙巾、礦泉水等物品，讓居
民更有動力。

在楊浦區尚浦名邸小區，樓道裏的 「
星星牆」公示了小區住戶垃圾分類評比星

級。新江灣城街道網格中心黨支部書記康
清德告訴記者， 「住在這的一位住戶，以
前總是得 『差評』，尋找原因後，原來是
家中保姆倒垃圾時總做不好垃圾分類，溝
通無果後，他選擇了換保姆。雖然這可能
是件小事，但體現了越來越多的居民重視
垃圾分類。」

貢獻垃圾桶超八成銷量
近日，關於垃圾分類的話題頻登熱搜

：垃圾分類垃圾桶 「賣斷貨」、垃圾分類
歌謠受熱捧，還有網友戲稱垃圾分類是一
場 「無差別考試」，全家一起 「備考」。
天貓數據顯示，6月 「分類垃圾桶」關鍵詞
搜索量同比增長3000%以上，銷售額同比
增長500%以上，其中上海用戶貢獻超過
85%的銷量。

那麼普通居民如何應對這場 「垃圾大
戰」？ 「雖然確實麻煩了很多，但垃圾分
類也是為環境做出貢獻，節省了很多資源
。」李小姐平日常訂外賣，如今很少主動
勾選一次性餐具。嘉定博泰社區一次民意
調查顯示，340份問卷中，居民對小區垃圾
分類工作滿意度達99%。 「定時定點投放
後，28個垃圾投放點減少至2個，濕垃圾量
明顯上升，也印證實行垃圾分類後的成效
。」博泰景苑物業經理戴燁說。

大公報記者 倪夢璟上海報道

上海7月1日起執行 「最嚴」 垃圾分類，正式步入生活垃圾 「
強制分類」 時代。本月起，個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罰200元（人
民幣，下同），機構及企業等混裝混運最高則可罰5萬元。同時，
造成嚴重後果者還有可能納入失信懲戒。記者獲悉，《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條例》（下稱《條例》）施行首日，上海執法部門已檢查
各類單位4216家，責令當場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處生活
垃圾分類違法行為20起。截至目前，上海垃圾分類志願者已有約3
萬人，首批20名社會監督員已上崗。

滬啟垃圾分類新規 全民大考
企業違規最高罰五萬 個人或納入失信懲戒

內地17萬老舊小區需改造 涉上億人
【大公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道：住

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黃艷（圓圖）7月1
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截至5
月底，內地各地上報需要改造的城鎮老舊
小區有17萬個，涉及居民
上億人，從反饋看，居
民對改造老舊小區的
意願強烈加快。今後
住建部將積極創新城
鎮老舊小區改造投融
資機制，包括探索金融
以可持續方式加大支持力
度，運用市場化方式吸引社會力
量參與等。

黃艷介紹，截至去年年底，
內地試點城市已改造老舊小區
106個，惠及5.9萬戶居民，形成
了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截
至今年5月底，各地上報需要改

造的城鎮老舊小區17萬個，涉及居民上億
人。各地應優先改造水電路氣及光纖等配
套設施，有條件的地區可加裝電梯，建設
養老和撫幼服務設施、實施節能改造等。

去年加裝萬部電梯惠民
在談及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問題時，黃

艷指出，2018年，內地老舊小區加裝電梯
已經完成1萬多部，正在施工中的有4000多
部，正在辦理前期手續的有7000多部，該
項工作正在全方位展開。各地實踐中的經
驗就是必須因地制宜， 「一個樓門一個方
案，一棟一個方案」。

黃艷還提到，內地待改造老舊小區量
大、面積廣。因此改造資金的問
題至關重要，需要地方統籌協調
推動，積極創新城鎮老舊小區
改造投融資機制，包括探索金
融以可持續方式加大支持力度，
運用市場化方式吸引社會力量參
與等。

此外，黃艷指出，應順應群
眾意願，積極發展社區養老、託
幼、醫療、助餐、保潔等服務，
並推動建立小區後續長效管理機
制。

【大公報訊】記者石華深圳報道：7月
1日，深圳海關對外發布消息稱，5月24日
，該關聯合惠州市公安局、深圳市海防打
私辦等執法部門，開展大規模打擊 「紅
油」走私專項行動。行動共抓獲走私 「紅
油」團夥全部犯罪嫌疑人38名，現場查
獲 「紅油」94.67噸，初估涉案案值1.5億
元（人民幣，下同），約1.71億港元，徹
底摧毀活躍在珠江口海域的成品油走私犯
罪網絡。

據香港規定， 「紅油」只能作燃料及
海事用途，不可作普通車輛燃料。 「紅油
」作為免稅商品，在香港每噸批發價格約
5200元到5500元，而內地柴油價格在每噸
6600元到7200元，每噸中間存在約2000元
差價。

差價兩千引不法船主牟利
因此，一些可以合法使用 「紅油」的

不法港澳流動漁船船主，改裝油箱，將單

艘船載油量提高50至80噸，沿珠江繞進東
江流域後，偷卸在一些偏僻的沙場簡易碼
頭，再通過油罐車轉運至廣東等地，脫色
後向內地市場銷售牟利。

海關相關人士介紹，由於內地禁止使
用 「紅油」，因此走私分子需要把走私 「
紅油」的紅色染料過濾掉，還原成普通顏
色的柴油，然後再出售。

深海關查獲1.7億元走私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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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進入垃圾分類時代

•施行《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
理條例》明確
政府部門、物
業等管理責任
人、收運處置
單位、垃圾產
生單位的責任
和罰則

•《深圳經濟
特區生活垃圾
分類投放規定
（草案）》已
完成向社會徵
求意見。樓層
撤桶、個人未
分類投放生活
垃圾罰款提高
10倍等規定

•施行《廣州
市生活垃圾分
類管理條例》
規定個人未按
規定投放生活
垃圾，將由城
市管理綜合執
法機關責令改
正，將處二百
元以下罰款

•實施《廈門
經濟特區生活
垃圾分類管理
辦法》，規定
隨意拋棄、傾
倒、堆放生活
垃圾，將被處
以最高5萬元
罰款，個人最
高也將面臨一
千元罰款

46城先行
垃圾分類

2017年3月

北京
2012年3月

廣州
2018年7月1日

廈門
2017年9月10日

深圳
2019年2月

•國家發改委
、住建部發布
《生活垃圾分
類制度實施方
案》，要求在
全國46個城市
先行實施生活
垃圾強制分類

（大公報整理）

▲警方查扣走私 「紅油」 現場
大公報記者石華攝

【大公報訊】據環球時報報道：7月1
日正式實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
例》引發社會各界關注。而如何將垃圾
正確分類，也成為近日中國社交媒體的熱
議話題。

日本實行垃圾分類已眾所周知，但日
本民眾對垃圾分類的習慣並非 「自古如此
」。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先後出
台《清掃法》《生活環境設施整備緊急措
施法》等法律法規，明確各級政府、企業
和居民對處理垃圾的責任與義務，並通過
舉辦各種活動將垃圾處理從法律制約逐漸
轉變成 「市民意識」。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分析稱

，垃圾分類不能只是簡簡單單算 「經濟帳
」， 「垃圾分類現在漸漸從過去的 『大包
大攬』的政府管理走向社會共建共治共享
的格局，要讓垃圾產生者也都參與到垃圾
處理中來，每個人盡到自己的責任。」

德國一戶三個垃圾桶
在處理濕垃圾能力較為突出的德國，

記者觀察到，居民家前一般有三個垃圾桶
，分別盛放生物、廢紙、廢棄垃圾。玻璃
、塑料、金屬垃圾要丟到公共分類垃圾箱
。超市等機構還回收廢電池、有押金的瓶
子等。不同垃圾處理公司定期用垃圾車將
這些分好的垃圾運送到不同的處理廠。

日本歷半世紀培養市民意識

網友熱議垃圾分類
是乾是濕，讓豬試吃。豬可以
吃的是廚餘垃圾，豬吃了會死
的是有害垃圾，連豬都不吃的
是其他垃圾，可以賣了錢買豬
的是可回收垃圾

遲早會全國推廣，保護地球，
人人有責啊

雖然一直被調侃，但是這也恰
恰說明了時代的進步

非常好的保護環境措施，慢慢
來，然後全國推廣

萬萬沒想到，有一天我逃離北
上廣，是因為不懂垃圾分類

【大公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我覺得乾垃圾、濕垃圾是當然要分的

，但是有害垃圾也是需要着重重視的，
所以建議一步到位，並且就在住宅樓下
安置。」

久居滬上的港人林小姐注意到了滬上
民眾學習討論生活垃圾分類的轟轟烈烈。
在她看來，香港的很多經驗也值得上海借
鑒， 「像建築垃圾可能是比較容易忽視的
，但其實一旦產生了，也會有很大影響，
所以這一點也需要加強。」

林小姐還提到，讓市民養成垃圾分類

的意識不僅靠短時間的宣傳，還要在思想
教育中融入，才能更好的實施。

上海市政協港澳委員、香港捷豐集團
董事總經理姚珩也表示，非常支持垃圾分
類。 「事實上，我們集團旗下在滬的物業
早在政策出台前幾年已借鑒香港的經驗，
在樓宇內實施垃圾分類收集。」

姚珩說， 「早期客戶配合度還不是很
高，但隨着近年上海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斷
提升、市民素質的提高，環保意識不斷增
強，對樓宇垃圾分類收集的配合度也已相
應提高。」

港人撐垃圾分類 冀借鑒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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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一小區，市民將濕垃圾轉換成肥
料種植蔬菜 大公報記者倪夢璟攝

▲7月1日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的首日，在上海虹橋鐵路站，志願者幫助旅客對垃圾進行分類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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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