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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聚焦

聚焦垃圾分类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正式实施。住建部日前介绍，46
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
核暂行办法》，由住建部负责每季度对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此
外，为落实细则，多地开始对基层干部
进行考核与问责。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推行
多年的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落地。

垃圾分类不再是口号，多地
立法推进落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
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推动这么多
年，这一次，国家“动真格”了，垃圾分
类终于不再停留于口号和倡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
求，46 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
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2025 年
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记者了解，此前，上海、北京、杭
州、成都、重庆、厦门、合肥、广东等均
进行了地方立法，一些重点城市在城
区范围已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为推进垃圾分类真正落地，不少
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
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
种处罚。重庆市、杭州市都规定，未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且逾期未改的，对单
位和个人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

多地还明确了管理责任人的法律责
任，加大处罚力度。厦门市规定，对违法
管理责任人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单位罚款数额
10%的罚款；杭州规定，对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未履行职责等行为，处以5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
活垃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

“一口茶叶渣能毁掉一箱可
回收废纸”，如何让垃圾真正“分
得清”？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

处置四个环节。“一口茶叶渣就能毁掉
一箱可回收废纸。”宋国君告诉记者，
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
类积极性，更破坏垃圾分类回收效
率。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
圾“分得清”。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
民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2018 年，
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
引（居住区）》，不久前，上海相关部门
又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
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

此外，上海投入大量人力具体落
实。“小区的分类投放点都安排居委会
工作人员开袋检查、现场指导。”上海
市民钱女士说。据了解，一些中小学
校还组织学生在暑假期间到街道担任
志愿者。

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
垃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标识要醒
目，车身颜色统一为绿色，并通过智能
技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
督举报；上海为市民提供“垃圾去哪儿
了”微信平台、12345电话等监督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农村地区的

生活垃圾分类也取得有效进展。浙江
金华市制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目前，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已覆
盖了金华市100%的乡镇和98%的行政
村，垃圾减量达八成以上。

作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村，广州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设置回
收处，定时定点回收大物件和一般可
回收物。村里还通过设置沤肥点，初
步做到“餐厨垃圾”不出村。

垃圾分类带来多重“冲击波”

“分类型垃圾桶网上卖断货了”
“工作太忙只能求助爸妈或保姆，家人
多了很多话题”“公司里个人座位旁的
垃圾桶都没有了，扔垃圾人都跑瘦
了”……近日，强制垃圾分类成为网络
热门话题。

一些个人生活习惯悄然改变。上
海的宋女士说，为减少垃圾分类错误，
已经开始少叫外卖了。北京市民陈辉
说，父母开始把塑料袋反复使用了，尽
量减少垃圾。

垃圾分类带来新的市场商机。洁
满仓清洁用品公司工作人员说，近来，

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集中更换分类垃圾
桶，订单量巨大，公司开足马力生产仍
然供不应求。一些年轻人看准时机创
业。上海机电学院大学生在大学校园
开展的“飞蚂蚁环保”项目，通过联网
的回收柜，让学生自助回收废纸、纺织
类、塑料瓶、电池等类型的垃圾。

垃圾分类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
求。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
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
作考核。厦门市思明区一位社区党委
书记告诉记者，几乎每月都有多家单
位对社区进行暗访、排名，考核情况与
个人收入直接挂钩。

资本市场也闻风而动。近来，A股
市场中垃圾分类概念股集体上涨，多
只个股甚至连续涨停。首创环境副总
裁胡再春表示，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
势，让错配的废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
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全产业链市
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宋国君说，政府要求、公民自觉、
企业助力，多方合力才能让垃圾分类
真正落实。

（参与采写记者：周 颖 关桂
峰 颜之宏 姜 刚）

立法、具体指导、基层考核
—— 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杰文津 杜 康 王优玲

近日，垃圾分类成为社会热点话
题。在我国十几年的推行过程中，不
愿分、不会分、不能有效回收等问题让
垃圾分类难以真正落地。新华社驻日
本、德国、新西兰等地的记者实地探
访，寻找这些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时
值得借鉴的经验。

日本：如何打造垃圾分类
“最严格”标准？

上海市民最近很操心：湿面膜是
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奶茶中的珍珠、
杯子、杯盖分别属于什么垃圾？而在
日本，这样的“灵魂拷问”早已融入民
众生活日常。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
格的国家之一，但也并非一蹴而就，而
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进入经济
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日本的家庭
垃圾主要根据是否能焚烧分为不燃垃
圾和可燃垃圾。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再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以及填埋

空间的减少，减少垃圾产生量日益受
到重视，垃圾分类也增加了更多品类。

如今，日本垃圾分类越发细致、复
杂。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家庭垃圾
被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
圾和大件垃圾四大类，各大类继续细
分，例如资源垃圾分为矿泉水瓶、玻璃
瓶、纸、铝罐、铁罐等。而且，每种垃圾
要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方，丢弃大
件物品还需另付费用。如果未按规定
分类或未在指定时间投放垃圾，垃圾
将会被退回。

不仅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在小城
市甚至农村地区，垃圾分类一样有条
不紊，甚至更为复杂。记者曾走访的
德岛县上胜町，在日本以垃圾分类细
致而著称，2016年的分类高达51种。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
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
法》到 1954 的《清扫法》，再到 1970 年
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性
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
次修订。

日本政府认为，为解决废弃物回

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
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性社
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
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
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
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
收的法制化。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记
者了解到，日本小学四五年级就专门
开设了学习垃圾分类的课程，日常生
活中一些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会被拍
照，在学校作为反面教材使用。

德国：如何打造全球领先的
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
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循环利用
率达 65%左右，包装行业可达到 80%
以上。

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
条，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
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
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
再利用。

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
市垃圾分类收集。从最初的垃圾不分
类，至眼下的5类生活垃圾，德国民众
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

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
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
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
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等，从小培
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记者在柏林实地探访，发现每一
户或每一栋住宅楼都有分门别类的垃
圾桶。生活垃圾可大致分为五类：有
机垃圾、包装垃圾、纸类、玻璃类和混

合类垃圾。如果不按照分类丢弃垃
圾，垃圾回收企业会拒收桶内垃圾。

在后期处理阶段，欧绿保集团承
担了柏林市政部分垃圾处理的工作。
对于有机垃圾、纸类、玻璃类等生活垃
圾，以及特种的有害垃圾，企业会通过
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
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

企业专业处理垃圾后，可以将有
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
业针对性销售。据统计，德国垃圾回
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25万，每年的营
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
的1.5%。

新西兰：分错垃圾怎么办？

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常见
问题就是分错垃圾该如何解决？

新西兰大体上把家庭生活垃圾分
为厨余垃圾、一般生活垃圾、塑料垃
圾、纸质垃圾和玻璃制品垃圾。厨余
垃圾主要包括果皮、果壳、果核，残羹
剩饭等食物性垃圾，但不能包括食品
包装、厨房用纸和餐巾纸等。一般处
理方式是使用厨余粉碎机，粉碎不掉
的部分丢进一般生活垃圾。

许多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纸质
垃圾和塑料容器垃圾需经过基本清洁
后放进可回收垃圾桶，玻璃制品垃圾
也需清洁后单独放入专门的垃圾箱。

如果放错垃圾会怎么样？2017年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出台一项规
定，对垃圾错误分类会进行警告甚至
拒收垃圾。

垃圾运输车会在规定时间到不同
街区集中收取垃圾。垃圾桶监督员会
提前对可回收垃圾桶进行检查，如果
其中不可回收垃圾的比例没超过10%，
垃圾车会收走垃圾，但会在垃圾桶上
放置橙色警告标识；如果比例超过
10%，或其中含有尿布、有毒废物、液
体、电线等，监督员就会在垃圾桶上放
置红色标识，垃圾车将拒收垃圾。回
访显示，这一措施有效改善了垃圾分
类的状况。

（采写记者：蓝建中 郭 威 邓
敏 张 远 连 振 郭 磊 卢怀
谦 宿 亮）

新华社驻外记者实地探访：

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今年4月，钟明（化名）刷抖音刷到自己，一看还挺火：手机屏
幕上循环播放着自己的高清大头像和身份信息，视频有好几十万
的点击量。

“你们也太绝了，我亲戚朋友都看到了。我现在就把一万块
钱还了，你们快把我从抖音上撤下来。”钟明赶紧找到江西分宜县
的执行法官，履行了法律义务后，这才摘掉“老赖”的“帽子”。

在江西“法媒银”平台，可以看到数万条“老赖”信息在滚动播
出，精确到姓名、照片、住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江西“老赖”排行
榜，其依据“申请执行金额”“未履行时间”“失信次数”不同分为多
个子榜单。

“这些排行榜都是大数据自动生成、公开发布的。通过数据
分析，可以直观呈现失信被执行人地域、年龄、时间、金额分布等
信息，大大增强了对‘老赖’曝光的威慑力。”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罗志坚说。

“法媒银”平台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当地媒体和多家
银行金融机构于2015年12月创建，具有联合惩戒、在线举报、数据
分析、司法拍卖等十大功能。截至目前，这一平台数据库共纳入
24.3万名失信被执行人，限制乘坐飞机、火车80余万例，网友通过
平台查询失信名单达1359万人次。

“老赖”排行榜的背后，体现的是江西法院利用信息技术创新
执行手段，为执行工作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数据保障。

根据“法媒银”大数据分析，年龄段在18岁至40岁的“老赖”占
比约41%，与年龄段在41岁至60岁的“老赖”人数相当。为此，江
西多个基层法院纷纷利用抖音短视频软件曝光“老赖”黑名单，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让惩戒失信行为更加“稳准狠”，
而且“赋能”执行法官，进一步提升了执行质效。

“以往对‘老赖’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法官得一家家
银行挨家挨户上门跑，费时费力。”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梁珂清楚地记得，2014年，南昌中院在办理一起执行案件时
需要查扣被执行人的70多个银行账号。为此，法院派出3个工作
小组，用两个星期到12个省市才完成工作。

“全市3万起执行案件，如果没有相关大数据系统的支撑，我
们的工作很难提质增效。”梁珂介绍，如今法院通过相关的信息化
执行平台与各大银行进行对接，利用大数据分析查找，相关银行
很快就能向法院反馈所需信息，有的甚至是实时反馈。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西正在进一步完善
“法媒银”及相关信息平台建设，将各项数据及失信惩戒案例与
“信用中国”网站实现互联互通，不断形成对“老赖”进行综合治理
的合力，共同构建诚信中国。

“老赖”上抖音 欠款马上还
—— 江西大数据生成发布“老赖”排行榜见成效

新华社记者 赖 星

7月1日，河南1千伏以下工商业电价再次下调4.43分，与0.61
元的居民第二档阶梯电价基本持平。对于河南栾川县重渡沟村
的许多村民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告别“半农半商”的“电力身
份”，再也不用为如何选择电价而发愁了。

地处伏牛山区的栾川县是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重渡沟村
则是该县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子。2000 年，从一个人均收入不足
400元的贫困村起步发展旅游，村民的收入开始增长，“新情况”也
随之而来。

“电力身份”转变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开办旅游农家乐，用电
性质发生变化，按照政策应该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当时，农村
居民电价一度5毛6，工商电价7毛1，一年下来要多缴不少钱，可
我们刚起步，一张床位管吃管住，一天才15元。”村民刘红丽说。

47岁的刘红丽是全村较早开办农家乐的农户之一。2001年，
她腾出自家的5间房，每间摆了4张床，又配上电风扇、电视，正式
开张。当年，她收入近2万元，但利润微薄。对于从“农户”向“商
户”的“电力身份”转变，她和许多村民都不理解。

了解到“新情况”后，考虑到旅游业淡旺季明显的特点，国网
栾川县供电公司经与当地政府和村民协商，决定在不突破政策红
线的基础上让利于民，在重渡沟村创新性地实施“分时电价”，即
旅游旺季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淡季则自由选择执行农村居民电
价还是工商业电价。

一开始，居民电价低于工商业电价，开办农家乐的农户一般
在淡季选择居民用电，以减少成本。2012年，国家开始推行居民
用电阶梯电价，出现了一、二档电价低于工商业电价，而三档电价
高于工商业电价的情况。

同期，重渡沟村的乡村旅游迎来升级，利用自住房开办的农家
乐向星级宾馆、精品民宿转型，旅游业也出现了“旺季很旺、淡季不
淡”的新变化，用电量急剧增长。刘红丽将农家乐升级为装有电梯
的四层宾馆后，月最高用电量从每月200度增加到4000度以上。

也就是从那时起，旅游淡季到底选择居民用电还是工商业用
电，成了重渡沟村许多电力“半农半商户”的烦心事。“淡季收入波
动大，不好预估，算不好就要多掏钱。”数据显示，近年来，重渡沟
村开办农家乐的农户超过 350 户，床位超过 1 万张，月用电量在
3000度以上的农家乐有100多户，最高的接近1万度。

潭头镇供电所所长张勇说，电力“半农半商户”之所以电价选
择纠结，是因为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许多农家乐旅游淡季的用
电量都接近了居民阶梯电量的第二档，但原来一般工商业电价高
于二档电价，而此次工商业电价下调后，“农户全年选择工商电价
都划算。”

“这意味着许多农户将告别‘半农半商’的电力身份，从‘纯农户’
变成了‘纯商户’。”张勇说，农民“电力身份”之变背后，则是国家多年
来对乡村振兴的政策和资金投入。以电力惠农为例，实施农网改造
以来，重渡沟一个村就扩容到了24台变压器，总容量接近8000千伏
安，而实施“分时电价”以来，全村节省的电费超过500万元。

告别“半农半商”：

农民“电力身份”之变见证乡村振兴路
新华社记者 李 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王王 鹏鹏 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徐徐 骏骏 作作

新
华
社
发

王

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