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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垃圾分类的最新标准，将垃圾分为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等四种。据合肥

市城管人员介绍，生活垃圾分类并不复杂，有简单的

四个步骤去区分和进行分类：

第一步：能卖的都拿去卖掉，比如旧书旧报纸、塑

料瓶、易拉罐、玻璃和布料等；

第二步：餐厨垃圾要单独分开，比如剩菜剩饭、骨

头、菜根菜叶、果皮等；

第三步：没有用的东西放一起，如用过的纸巾等；

第四步：有毒有害的垃圾放一起，如废电池、废灯

泡、废水银温度计等，这部分垃圾只占生活垃圾的1~

3%，但也需提高意识，进行单独回收。

不分类投放或影响征信！
你“会”扔垃圾吗？
记者调查：合肥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尚不均衡

如今，垃圾分类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其普及程度与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相关，正确的垃圾分类不仅可以减少环境

污染，更有利于资源的回收利用。合肥市作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于今年3月15日正式实施了《合肥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不分类投放或将影响征信。至此，垃圾分类不再停留在习惯和意识层面，而将“有法可依”。

合肥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得如何？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怎样？近日，记者通过走访合肥各大小区发

现，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参与度还不够高，各区的推进程度也并不均衡。有些小区居民在智能分类装置的奖励下，

参与度较高；而有些人仍习惯将垃圾一股脑倒入大绿桶中，并不知道如何分类……垃圾分类仍然任重道远。

□ 记者 汪婷婷 叶佳超 文/图

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合肥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城

市以来，部分区域采取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招标

社会企业进驻小区，并配备智能垃圾分类装置，鼓励

小区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在包河区广视花园小区，记者看到，每个单元楼的

楼下都放置了一个厨余垃圾桶和一个再生资源回收

柜，并采取积分奖励的形式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

圾。记者现场也体验了一把：只需扫码注册个人积分

账户，将生活垃圾分类好后，刷卡后丢入相应的垃圾

箱里，正确投放便可获得 5 个积分，凭着这些积分，可

以在网上商城或小区现场兑换生活用品。

汪阿姨是该小区业主也是环卫人员，她告诉记者，

小区目前安放了22个垃圾分类回收箱，自去年4月份

试点垃圾分类以来，居民的参与度很高。“刚开始试点

的时候，一些业主可能不习惯，垃圾分类没有做到那

么细，还需要环卫人员再进行分类处理。后来参与的

人越来越多，基本都能主动将不同垃圾扔入对应的回

收桶里。”汪阿姨说。

据北京环卫集团包河区负责人胡毅熠介绍，包河区目

前已有44个小区成为垃圾分类试点，覆盖约6万名住户，

“主要通过发放积分卡的形式，倡导居民积极进行垃圾分

类。从数据上来看，已有80%的试点小区居民参与进来。”

积分奖励形式新颖 居民分类投放热情高

记者走访中，并非所有的试点小区都能较好地适

应和使用垃圾分类装置。在瑶海区某小区，记者看

到，该小区的 4、5 台厨余垃圾箱和 2、3 台再生资源回

收柜都已经锈迹斑斑，投放口被贴上了胶布，二维码

也已经被涂抹，无法扫描。

“我们小区是瑶海区最早试点垃圾分类的，环卫公

司的人大概一个月来一次，让我们用积分兑换点小礼

品，我觉得蛮好的。”该小区的业主瞿女士告诉记者，

由于小区人口少，垃圾分类的意识也不够高，大家还

是习惯把垃圾一股脑扔进一个桶里，分类装置的使用

率较低。

记者观察到，该小区的分类装置同样属于北京环

卫集团。据悉，该集团尚未中标合肥瑶海区的部分垃圾分

类项目试点。“环卫公司的人每次要从滨湖过来收垃圾，太

远了，还要雇清洁人员，成本又高，下个月这些装置就要撤

走了。”该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合肥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李大勇介

绍，“互联网+”运用到垃圾分类领域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有利于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这是一

种引领人们认识、参与垃圾分类的方式。”但是，李大

勇也表示，由于造价高、成本高，暂时不能实现全覆

盖，“因为我们最终是为了节约资源，如果为了推广垃

圾分类，花了更多的成本和资源去做这件事，反而得

不偿失。”

有小区智能分类装置被贴封条 下月即撤离

目前，合肥的大街小巷仍然随处可见传统的绿色垃

圾桶，虽然大多贴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标识，但还是容

易被忽视，多数人仍习惯将垃圾全部扔进一个桶里。即

便是设有明显标识的分类垃圾桶，其分类的准确率也并

不可观。

在逍遥津公园里，记者看到，每隔几米就设有分类垃

圾桶，上面清晰标注着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

圾。记者观察发现，几乎每个桶里的垃圾都差不多：废弃

的纸巾、矿泉水瓶、没吃完的零食……记者随机采访了多

位路人，大家都表示知道垃圾分类这回事，但具体怎么分

类、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哪些不可回收，多数人表示“没有

分得特别细，平时就是一袋扔”。

附近的环卫工人李师傅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很常

见，我们每天都要对马路沿线的垃圾桶进行两遍清理，把

可回收的瓶子、纸盒之类的再分出来。”

为了更好地推广垃圾分类，为何不将传统垃圾桶全

部更换呢？据李大勇介绍，这种垃圾桶有2~3年的使用寿

命，如果未到使用寿命就去更换，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到

了使用寿命，合肥市将全部换上新的标准分类垃圾桶，

“其实很多传统垃圾桶上，我们也贴有不用颜色的分类标

识，区别餐厨垃圾、其他垃圾等，装置跟人的意识一样，也

是一个慢慢更替的过程。”

据介绍，目前，合肥市已初步建成 9 个分类示范片

区，206 个小区、769 家公共机构、282 座中小学已开展

垃圾分类，参与垃圾分类市民约 13.6 万户共计 45 万多

人。“2018 年底，合肥市区垃圾分类已经实现覆盖 10%的

人口、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率10%以上的目标。”李

大勇介绍说，“2019年底，我们的目标是合肥市区30%的户

籍人口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资源回收率达到 20%以

上；2020年底，力争让市区 40%的户籍人口参与进来，资

源回收率达到35%以上。”

根据规划要求，2035年前，要全面建成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这是一件漫长而又任重道远的事，需要我们一代人

去做。”李大勇表示，今年合肥还计划新建11个垃圾分类示

范片区，届时，环卫、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物业等将联合

上门宣传，不断提升和改善人们的习惯、意识和理念。

据介绍，目前合肥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的理念已经普

遍比较认同，“都知道是好事，但离实际做起来还是有一

定的差距，市民真正的参与率还不是特别高。”李大勇认

为，居民不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一是

觉得麻烦，很多人并不愿意在家里摆放多个垃圾桶，从一

开始就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垃圾分类的知识掌握不够，分

类精准率不够高，大约只有 30~40%。“不过，大部分人起

码知道餐厨垃圾是一类，应该放在一起，这就是一种粗放

的分类，学会更加细化的分类需要一个过程。”李大勇说。

多数人未适应垃圾分类
仍习惯将垃圾一袋丢

今年底要力争让30%的人口
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小贴士：不知道垃圾如何分类？城管教您简单四步骤

分类垃圾箱

刷卡扔垃圾获得积分

市民向分类垃圾箱投放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