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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调查

在长沙， 大型餐馆的餐厨
垃圾实现了单独收运处置，小
餐馆的收运也正在落实当中。
然而， 家庭厨房的垃圾却一直
被忽视。

今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
见》，首次从国家高度，对家庭主
妇们和厨房大佬们提出了要求：
“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对厨余废
弃物进行堆肥等资源化利用。”

也许不久的未来，每个小家
庭里都将上演“厨房垃圾革命”。
近日， 记者走访市民家庭和环保
志愿者， 尝试从日常生活中找到
这场“革命”的行动指南。

四口之家日产垃圾1-2斤

60岁的陈惠君一家四口
住在河西的枫林绿洲， 家中除
了她，还有女儿女婿和外孙女。

4月17日， 四人早餐吃了
面条， 约有1两重的面条被倒
掉；陈惠君一人在家吃午餐，莴
笋炒肉， 削掉的皮约2两左右；
晚餐是3菜1汤： 黄瓜炒肉、芹
菜香干、小白菜和冬瓜炖排骨。
不要的菜叶菜皮约重3两，晚饭
后剔出的骨头约3两重。

饭后洗碗前， 陈惠君清理
了冰箱里坏掉的剩饭剩菜，约
重半斤。饭后半小时，陈惠君给
家人准备果汁， 果皮垃圾也扔
在了厨房垃圾桶。这时，厨房里
的垃圾桶已经装满， 估摸超过
了2斤。她用一个大塑料袋，将家
中所有的垃圾全部装进去，坐电
梯下楼丢在白色大垃圾桶里。

陈惠君一家生活垃圾的处
理方式， 也在大多数市民的生
活中发生着。

九成市民未做到分类处理

据有关部门统计， 在居民
生活垃圾中， 居民厨余垃圾占
比60%至70%。

4月15日， 记者在本报的
微博和微信上做了份问卷调
查。两天下来，一组数据呈现出
来。

95%的人认为“每天餐余
垃圾重量”约有2斤。虽然100%
的人都选择“垃圾分类处理很
重要”，但92%的人同时又选择
“将餐余垃圾和其他生活垃圾
混装”，5%的人选择“正在尝试
将垃圾转化为堆肥等， 变废为
宝。”只有一名市民选择了“家
里有专门的餐厨垃圾破碎机”。

家庭餐余垃圾监管缺位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执法
大队负责人王国富介绍，长沙
目前日处理餐饮餐厨垃圾300
吨左右，但并不包括家庭餐余
垃圾。家庭厨余垃圾通常随生
活垃圾一同弃置，由环卫部门
收运处理。

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监管部
门，包括食安办、城管、环卫、工
商等均表示， 现有法律法规将
厨余垃圾归入生活垃圾一类。

与垃圾处理挂钩的长沙
市环保局表示，目前与环保有
关的法律法规都未涉及家庭
餐余垃圾。

50岁的夏礼明是长沙环保志
愿者中的“达人”，他家屋顶种植着
43种植物，这些植物从不用化肥，用
的是他自制的堆肥。

每天，夏礼明会将家里产生的垃
圾分类， 蔬菜果皮做成环保酵素，瓜
子、动物内脏、油脂等就做成堆肥。洒
上酵素的堆肥没有难闻的臭味。

目前， 夏礼明和他的义工朋友
们， 还准备把变废为宝的理念传播
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农村。

金江虹家住天心区黑石铺
街道一力社区，她DIY了很多瓶
环保酵素，“它可用来洗碗、拖
地、擦灶台等，效果非常好。”

热衷于环保的她做环保
酵素的来源都来自被丢弃的
果蔬。每次买菜，她都会在菜
市场捡被丢弃的果蔬，小区门
口的水果摊， 帮她留着水果
皮。去学校接儿子放学的空当
她会去捡塑料瓶子，洗干净后

装上环保酵素送人。
儿子有时会“嫌她丢脸”，

她会告诉孩子“垃圾是放错了
地方的资源，捡垃圾也是一种
垃圾分类。”

自去年5月至今， 她再也
没倒过厨余垃圾，而是以制作
环保酵素的方式自我消化。家
人也不用洗洁精、 洗发水，全
用上了她自制的酵素。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夏礼明家屋顶种植着43种植物，这些植物从不用化肥，用的是他自制的堆肥。洒上自制酵素的堆肥没有难闻的臭味。
记者 唐俊 摄

捡来的蔬果垃圾
变身“去污剂”

家庭垃圾能做超级洗洁剂，你会吗
每天家厨垃圾2斤多，九成多市民不会处理 本报支招：可做堆肥、比洗洁精环保的酵素

什么样的行动能保护和改善环境？记者发现，长沙已有5000市民正自发地组
织专门的QQ群，探讨餐余垃圾环保处理。更有市民正自发地将垃圾变废为宝。

垃圾成堆肥
养着屋顶菜园 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