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环”！垃圾分类的“嘉定模式”
一场“垃圾强制分类”的战役正在嘉定火速拉开战线。
面对流动人口多、农村地区大、垃圾总量增长快等诸多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嘉定区领导多次表示，“必须以‘集中火力、开足马

力’的拼劲来抓”，拿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勇气，突出重点、击破难点，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持久战。
事实上，这场攻坚战酝酿许久。早在2011年，嘉定就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去年，《区垃圾分类三年行动计划》立下“军令

状”：2020年，全区将实现居民家庭垃圾分类全覆盖。截至今年5月底，全区湿垃圾分类处理量为360吨/日，较去年同期上升179%；266个
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占全区居住小区的
33%。

工作成效的背后，是一套酝酿八年之久的覆
盖全程的“五环”垃圾治理体系——全面从严的依
法治理环、全程分类的硬件设施环、全新再生的资
源利用环、全链跟踪的动态监管环、全民参与的社
会协同环，助力嘉定以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式演绎

“新时尚”内涵。 记者 孙凌 王安琪 李华成 江伟 文/摄

① 在城投环境马陆再生资源在城投环境马陆再生资源

集散中心集散中心，，工人正在二次分拣工人正在二次分拣。。

② 由迎新保洁有限公司运营由迎新保洁有限公司运营

的新成路街道垃圾分类智能监管平的新成路街道垃圾分类智能监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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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距离《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还

有 2 天，嘉定镇街道城管队员吴斌来

到嘉丰佳苑小区。打开居民楼门口的

干垃圾桶，吴斌发现里面混有可回收

物，立即对在场的居民进行了普及教

育，并递上宣传彩页：“7月1日新《条

例》就要实施，不按规定投放要罚 50

至200元。”

法无戏言。《条例》实施首日，嘉定

开出81份责令整改通知书、发现各类

问题105个。

如何让“史上最严”《条例》理得

清、推得顺？嘉定对“全面从严的依法

治理环”进行了系统谋划，既有以全面

推行定时定点投放为主轴的依法治理

策略，以强化源头减量、重视末端回收

为重点的依法治理环节，也有以村规

民约、社区“红黑榜”为抓手的依法治

理手段，还开展“普法”“学法”“守法”

“执法”“违法追究”五大专项行动。

“对不实行垃圾分类或分类不到

位的来沪人员租户，第一次上门教育，

第二次下告知书，第三次解除房屋租

赁合同。”在安亭镇赵巷村，该村借助

《条例》颁布实施的契机，将垃圾强制

分类纳入村规民约。不仅对来沪人员

有制约，对垃圾分类考核不达标的村

民，通过“三步走”形式扣除文明家庭

评选奖金，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体村

民的自觉行动。菊园新区嘉枫社区则

结合“楼组微自治”，设立“红黑榜”等

激励制度，在7月1日前发布了三期垃

圾分类“黑榜名单”。这些来自村、社区

的自治方法，为全面统筹推进垃圾分

类提供了经验与方法。

每天早上 7 点不到，菊园新区嘉

宁坊小区的社区志愿者杨雪兰便会来

到定时定点投放点，检查居民们的垃

圾分类情况。“小伙子，电池要扔到有

害垃圾桶”“阿姨，吃剩下的饭菜都是

湿垃圾”……在嘉定，像杨雪兰这样的

社区志愿者和社工承担起了大部分垃

圾分类基础知识宣传工作，而城管队

员则肩负普法和执法职能。一年来，区

城管部门选择问题突出的小区、楼道

和垃圾投放点实施了1400多次“飞检

行动”和“巡检行动”，督促相关单位和

个人自行整改14起。

针对取证难这一垃圾分类执法监

管中的“老大难”问题。嘉定定期举办

培训班，对物业管理员、城管协管员、

联勤网格员、市民巡访员等参与引导

劝阻、线索举报和协助举证进行专业

化培训，让他们成为小区垃圾分类执

法监督的“顺风耳”和“千里眼”。还借

助城管执法微信公众号平台，鼓励社

区居民上传有效视频或图片资料等证

据，对生活垃圾违法投放行为进行举

报，线索属实的给予一定奖励。

全面从严，形成依法治理“硬约束”

垃圾分类是一件“没有退路的

事”。既然无路可退，唯有不断前行。如

何聚焦重点、突破难点，进一步提升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嘉定以“全程分类的硬件设施环”为重

要基础和支撑，“全链跟踪的动态监管

环”为重要手段和机制，“全新再生的

资源利用环”为重要目标和导向，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新路子。

在嘉定，目前共有 266 个小区实

行垃圾定时定点投放。以菊园新区汇

丰凯苑小区为例，实行定时定点后，小

区垃圾投放点从原先的39个减少至5

个。然而，这并非硬件上做减法，而是

在逐步补齐垃圾处理能力和硬件系统

的短板。“为防止居民在原投放点乱扔

垃圾，他们已将原投放点覆土种绿，新

增了约 50 平方米绿化面积。”汇丰凯

苑党支部书记赵丽萍介绍，下阶段，社

区还将与相关部门协调，为每个投放

点安装洗手设备。此外，为确保收运有

专车，去年10月底起，全区331辆垃圾

专用收运车辆全部统一为灰白相间

色，并贴有不同的分类标识，同时规范

管理，严格杜绝混装混倒现象。

硬件上有了保障，又如何推动全

社会垃圾分类从“强迫成习惯”到“习

惯成自然”？监管必不可少。7月4日8:

00，迎新保洁有限公司驾驶员宣振飞

检查完车况后，打卡“上岗”。在车载平

板电脑上，当天的收运点一一在列。8：

30，驾驶湿垃圾运输车驶入新成八坊

小区，湿垃圾经过称重后倒入垃圾车

内；10：13，车辆装载着10个小区的48

桶、约2.9吨的湿垃圾，驶入嘉定再生

能源利用中心……所有过程，皆以数

据化形式上传至新成路街道垃圾分类

智能监管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辖

区36个小区，将实时监控这些小区生

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大环

节，确保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平台启

用后，我们可以动态显示湿垃圾、干垃

圾及其他垃圾收集量、分类准确率等

数据，除了满足公司内部调度车辆外，

还可为政府垃圾分类的规划决策提供

数据参考。”迎新保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玮介绍。

除此之外，嘉定还通过实施生活

垃圾“不分类、不收运”制度、在垃圾专

运车上安装视频监控和 GPS 定位设

备、聘请第三方监管机构进驻等方式，

实现全链跟踪动态监管。未来，嘉定还

将逐步构建“执法部门依法监管、行业

单位加强监评、人大政协和社会力量

参与监督、中介机构专业监测”的多元

化监管体系。

推行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提

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物尽

其用。嘉定提出的“全新再生的资源利

用环”建设，与之不谋而合，力争将“放

错地方的资源”变废为宝，推动绿色循

环经济不断发展。

近日，记者在城投环境马陆再生

资源集散中心看到，一捆捆打包好的

可回收垃圾整齐地堆放在仓库里。目

前，该中心已与玖龙纸业、海利环保等

多个大中型末端处置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将通过与处置企业对接，加强可回

收物流向流量管理，推动一批符合环

保要求、技术含量高的再生资源利用

设施落地，提高可回收物产品附加值。

不仅如此，嘉定还在重构“两网融合、

覆盖全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构建

嘉定特有的“回收点+集散场”体系，

并着力于对干湿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

再生利用。

三环紧扣，走出绿色发展新路子

■ 上海区报优秀品牌

嘉定有 150 多万常住人口，其人

口规模已接近一个中型城市。如果人

人都能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行动中，

力量不可估。为此，嘉定在建设“全民

参与的社会协同环”中想了不少办法，

其中，发挥党建引擎的带动作用至为

关键。

在不少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主

要为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相比

之下，年轻人参与度不高。而在菊园新

区北水湾名邸，一支由年轻党员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今

年 2 月，嘉北社区党支部书记蒋子健

召集小区里的年轻党员，作了垃圾分

类志愿工作动员。“80后”小夫妻庄靓

和吉俚傧第二天就报了名。俩人的工

作单位都在闵行，但在他们看来：“垃

圾分类势在必行，作为党员应起到带

头作用。”

依靠党建引领，不仅带动了年轻

人的积极性，也凝聚了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小区“三驾马车”的共治力量。

6 月 29 日，菊园新区成立了“橙色联

盟”，盟员之一的城市华庭小区先行先

试，计划由业委会成立“橙色基金”，金

额约在3000至5000元，对垃圾分类工

作中做得较好的业主和志愿者，进行

一定奖励。

与此同时，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协

同效应也逐渐显现。在小区“围墙外”，

嘉定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认领、结对挂

钩等形式，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垃

圾分类治理。比如，“嘉定区志愿者协

会”带动了 339 家志愿服务站和 1055

个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和指导垃圾分

类；真新街道“好管家”业主服务中心，

结合指导小区业委会组建和换届，帮

助住宅小区业委会拓展垃圾分类监督

责任；嘉定区汇爱公益社从原先的环

保公益宣传转型到全区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已经累计覆盖近4万人。

在宣传动员方面，嘉定也在积极

营造全民分类的社会氛围：制作嘉定

垃圾分类吉祥物“萌芽熊”为主角的公

益短视频，在抖音、腾讯、优酷等平台

点击量超过200万；邀请具有300多万

粉丝的嘉定本土网络大V“混子曰”创

始人，策划制作“万物轮回”垃圾分类

微信创意漫画；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

《垃圾分类新时尚》《垃圾千金》等曲艺

作品。此外，还依托区再生能源利用中

心，筹建上海首家“新时尚垃圾分类科

普馆”，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向市民开

放。

党建引领，
打造全民参与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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