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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 长沙就被列
为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之一。按照要求，2020年，46个
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

记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
获悉， 长沙垃圾分类工作已步
入“快车道”，今年将实现全市
633个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
盖，同时加快完善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
垃圾分类体系。

对于市民关心的垃圾分类
末端的垃圾处置利用环节，记
者了解到， 长沙首个厨余垃圾
分类处理终端设施目前正在建

设中，预计今年9月建成投入使
用，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000吨。
同时， 今年全市环卫部门将结
合“三改”工作，按照垃圾分类
运输处置要求， 对城区一批垃
圾中转站、 环卫运输车和公共
站厕进行改造升级。

同时， 长沙正加快推进相
关立法工作，将尽快出台长沙市
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记者
了解到，对于地方性法规涉及的
内容，会采纳外地好的经验，如：
垃圾收费向计量模式靠拢，分类
做得好就能缴得少；对不符合法
规和规范的行为予以规范并指
导纠正，未整改的要处罚。

试点成功后
将在雨花区全面推广

记者从雨花区政府获悉，
雨花区准备将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小区打造为全市垃圾分类示
范点， 试点成功后将在全区范
围内推广。

另外， 今年雨花区将完成
144个社区（筹委会），以及98所
区属中小学与公立幼儿园，552
个医疗机构、273个物业服务企
业及近300个党政机关等公共
服务机构垃圾分类全覆盖工
作。

社区垃圾分
类志愿者正在进
行演示， 如何投
放湿垃圾。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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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10点，三湘都
市报记者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小区看到，小区设置了6个干
湿垃圾定时投放点， 除了干垃
圾收集桶、 带锁的湿垃圾回收
箱外，投放点还设有指引牌，标
注了垃圾分类的相应知识，并
非常醒目地标明了投放时间：
每天上午7点至9点， 晚上6点
至8点。

省人大社区主任汪正云
告诉记者， 通过总结以往经
验和学习外地先进做法，他
们发现只有居民在心理上认
同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才
会在行动上自觉、 自愿地参
与。 社区选择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小区作为试点， 与第三
方公司签订垃圾分类服务协
议， 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的垃
圾分类模式。

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定时
投放点、分拣中心、垃圾存放场
地， 并给每户家庭配发了两个
湿垃圾桶。

记者注意到， 因为是非投
放时间段，湿垃圾箱“铁将军把
门”， 箱外看不到一点污水、闻
不到一点臭味。 为了方便居民
上班或外出， 投放点还设置了
一个家用湿垃圾桶摆放架。小
区居民投放垃圾后可以将垃圾
桶暂时存放在此， 待回家时再
取回。

干湿垃圾定时定点投放试点来长沙了
每户的垃圾桶或垃圾袋有“身份证” 二维码溯源，还能积分 老垃圾桶暂不会撤

扔垃圾也有时间限制？长沙市雨花区开始试点了！
7月3日， 长沙市东塘街道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小区启动
试点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这意味着，以后小区居民
须将干湿垃圾分类投放于6个固定点，且每天只有两个
投放时间段。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得知，试点成功后，干湿垃圾
定时定点投放将在雨花区全面推广。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曹楚如 吕彩宜 通讯员 陈文美

这样的模式方便居民投放
垃圾吗？ 记者随机采访了小区
里的13位居民， 绝大多数人对
这一模式表示认可。

“如果光是号召老百姓将
垃圾分类， 分好了又是一车拖
走，混合处理，那我们不是白忙
活了。”居民陈先生表示，“现在
这样定时定点投放看起来不像
以前那样方便， 却是垃圾分类
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有的。”

但也有居民提出， 对于上
班族应该更人性化些，“湿垃圾
投放时间确实赶不上， 能不能
增设个误时投放点之类的。”

据社区提供的数据显示，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小区共有
292户，住户近千人。经第一轮
“敲门行动”后，目前已有七成
居民扫描注册并领取了二维
码。

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垃
圾分类是好事，为了答好“垃圾
分类”这份考卷，她在志愿者那
里学到了不少垃圾分类知识。
“塑料袋是干垃圾，不能跟厨余
垃圾一起投进湿垃圾桶。 药品
包装壳是干垃圾， 药物是有害
垃圾， 投放的时候也要分清
楚。”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居民方便吗？
多数居民认可，有居民建议增设“误时投放点”

“社区会给每家每户制作
一个独特的二维码， 并贴于
垃圾桶上。”社区垃圾分类志
愿者杨武介绍说，居民在家中
先将垃圾分类装好后，再到就
近投放点有序投放。投放时，将
垃圾桶的二维码对准湿垃圾回
收箱的扫码区，听到“滴”的一
声后，就能把湿垃圾倒入桶内，
同时完成积分， 积分累积到一
定数额可兑换相应生活用品。
杨武说：“只在规定的两个时
间段才开放，过了时间段湿垃
圾回收箱会落锁，同时干湿垃
圾桶都会被拖走。”

汪正云介绍， 小区居民用

手机注册后， 每一户的垃圾桶
或垃圾袋就有了“身份证”，实
现了“一户一码”，既方便追溯
每袋垃圾的身份信息， 也能通
过大数据分析居民垃圾分类习
惯并进行科学纠正。“没有参与
的，我们会逐一上门做工作，力
争100%参与。”

“暂时不会撤离小区之前
设置的垃圾桶， 毕竟大家有个
适应过程。”汪正云说，考虑到
小区内老年人较多， 还特地安
排了志愿者进行全程跟踪督导
服务。试运行阶段，他们会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预计7月10
日左右正式施行。

如何判断垃圾分类是否正确？
每户都有专属二维码，既可溯源又能积分

什么时间段可以扔垃圾？
每天7:00-9：00、18:00-20:00限时投放

上海：“定时定点”
要不要“一刀切”

“996上班族如何扔垃圾？”
这两天， 这个话题成了上海热
议的话题。 在上海迈入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时代的过程中，小
区实行“定时定点”扔垃圾，而
当垃圾桶每天早晚“限时”开放
后， 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却总是
错过投放时段。

对此， 当地出现了不同做
法，包括对特殊群体特殊处理、
预留24小时垃圾箱、 加装智能
设备随时分拣等， 也有小区坚
决执行“定时定点”的。

“定时定点”要不要严格执
行？ 很多从事垃圾分类的业内
人士都表示，长远来看，严格的
“定时定点”是趋势，但短期来
说，可以有过渡缓冲期。当地监
管部门出台建议，对于老人、上
班族等社区内的特定人群，可
通过设置误时投放点、 刷卡投
放等方式，解决他们的需求。

连线

延伸

长沙今年将实现633个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他山之石

为防止随地乱扔，日本《废
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
弃物， 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
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0万元）。各地垃圾基本都细分
到10种以上， 知晓每天回收哪
一类是民众的必修课。 个人和
单位都按时分好类， 放到门口
指定地点， 由垃圾车定时定点

运走，错过就要等下一次。
在韩国， 垃圾被分为可回

收垃圾、食物垃圾、大型废弃物
品及一般生活垃圾， 要对应地
投放到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若
没有使用规定的袋子或不按规
定时间扔垃圾， 居民将被处以
1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为了强制每个居民分类倒
弃垃圾， 德国政府制定了一套
严格的处罚规定，并设有“环境
警察”。 在每户门外有4个不同
颜色的垃圾桶， 清运机构按日
期清运不同垃圾，分类不合格，
会被拒收。 一旦发现居民乱倒
垃圾，就会发警告信，如不及时
改正将面临罚单，若再不改，收
取垃圾的费用就会提升， 从而
加重整个小区住户的负担，不
仅会招来邻居的谴责， 甚至有
可能被管理员赶出公寓。

垃圾分类，日本、韩国、德国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