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改造2.1万余个居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

●设置超过1000组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容器

●71万余人参与志愿服务、时长超4698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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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8万余人参与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垃圾分类
逐步成为全市市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好习惯。生活垃圾分类已经不是一个部
门的事，而是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深化
部门协作联动。垃圾分类教育工作被全
面纳入学校思政教育总体框架，编印“幼、
小、中”三套《垃圾分类课堂教材》，推进

“高校垃圾分类精品课进课堂”和“上海高
校垃圾分类青年志愿者”建设。到今年5
月底，全市共依托“上海志愿者网”发布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项目2.76万个，参与
志愿者71.38万余人，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4698万小时。

今年以来，上海还进一步提功能优布
局，让源头投放更为便利。在条例实施初
期分类改造的基础上，本市积极推进功能
不健全的投放点、垃圾房升级改造，配置
洗手、除臭、遮雨、照明等便民设备，目前全
市已有超过80%的集中投放点规范配置了
洗手、除臭装置。同时，积极回应市民关
切，优化本市道路废物箱布设，修订《上海
市道路、公共广场等废物箱配置导则（2023
版）》，在公交和轨交站点、特色商业街区等
重点区域完善废物箱设置。目前，全市废
物箱总数为44671个，对比新版导则印发
前的39959个，全市优化新增4712个。

通过抓短板补弱项，投放管理更具韧
性。针对部分社区小包垃圾落地、非定时
期间投放点垃圾满溢、异味扰民等问题，
一方面，开展专项整治、进行拔点销项。
全市共梳理排摸居住区分类实效问题点
位 1223 个，均已明确整治措施、时间节
点、责任人员。另一方面，坚持定时定点、
固化常态机制，制定《关于进一步巩固提
升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的实
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本市定时定点分类
投放为主的原则，并明确误时（延时）投放
点设置原则和管理要求。

据介绍，今年，本市还将对照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围绕短板弱项、瓶颈难点，积
极打造垃圾分类升级版，切实将垃圾分类

“新时尚”转变成为人人践行的“好习惯”。

生活垃圾
分类在上海已
成时尚生活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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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做“加分题”
打通“易堵点”
上海垃圾分类“新时尚”

这样融入市民生活“新日常”

71万余人参与过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生活
垃圾分类在上海已成时尚生活的一部分。7月
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四周年，
记者昨日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上海已完成2.1
万余个居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升级改造、2.7万
组道路废物箱投放口二次升级改造，在233个
商圈、交通枢纽、公园绿地、旅游景点设置超过
1000组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容器，实现沿街店
铺上门收集全覆盖。全市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
资源化利用总能力超过3.6万吨/日。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在徐汇区凌云街道，有一间垃圾分类
主题碳汇科普馆，前身其实是凌云街道两
网融合中转站，将双碳科普和“两网融合”
服务结合起来，市民们对“双碳”有了一个
直观的新体验。

科普馆根据功能分为双碳科普区、碳
普惠智能回收站及两网融合工作区三个
部分。四大原创性交互体验展项展现了

“全球气候变暖”“食”“住”“行”等影响环
境的各种场景。“碳源寻径”以居民熟悉的
居家生活场景，融入低碳生活知识，通过
可交互、可触摸、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能获
得沉浸式科普体验。“碳建未来”介绍《上
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扫码加
入“零碳联盟”并点亮环保树，就能成为绿
色低碳行动者。“碳汇沙龙”就是居民的

“第二客厅”，可与亲戚朋友交流、分享，可
以阅读、做手工，也可与环保人士进行经

验分享。除了体验，还能在碳普惠智能回
收站真正实践垃圾分类。自助交投区里，
第三方企业依托多年社区源头回收的经
验研发出自助交投产品，包括微信小程
序、现场操作设备、称重设备、细分类交投
区。居民扫码后即自动登录居民账号，将
细分类的可回收物分类称重并根据提示
投放至对应投口，收益即时到账，同时还
可获得碳值，可查看自己的减碳贡献。居
民获得的碳值可在碳汇沙龙借阅书籍、现
场兑换咖啡，也可兑换礼品，礼品除了系
列环保再生产品，还有系列废物改造的环
保工艺品。而两网融合工作区除了为自
助交投区收集的可回收物进行存放及中
转，同时也承担着整个凌云街道可回收物
的中转暂存功能。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则在全区率先完
成垃圾分类“一网统管”智能识别社区场

景应用，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使
用，实时监测垃圾房周边“小包垃圾”违
规投放的问题，并自动派发工单至相关
责任人，实现了“主动发现、快速处置、
落实整改”闭环智能管理体系，推进垃
圾分类投放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模
式转变。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现代化、智能化
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在全市不断涌现，今
年更是通过“五个一批”示范亮点——一
批标准化垃圾房、一批精品示范居住区、
一批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一批精细
化分类公共场所示范区域、一批市民科
普体验线路，分类形象更显品质，成为回
应民生关切的重要举措。对照示范亮点
建设要求，各区、各街镇灵活创新、各出
妙招，在答好“必答题”的基础上，抢做

“加分题”。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江湾国际公寓
社区是一个大型高层住宅小区，通过党
建引领，居民参与，大型、高层这样的垃
圾分类“易堵点”在这里被顺利打通。江
湾国际公寓社区共有74栋高层建筑，总
计户数2290户，整个小区常住人口8000
余人。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
垃圾分类事项纳入睦邻片区促进会、社
区大管家、睦邻议事厅等议事机制，形成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志愿者
等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2021年，社区
对小区6台智能回收设备及7处生活垃
圾投放点进行了统一改造升级，打造分
类时尚空间，其中智能柜全部更新为最
新的四代智能柜，并在顶部加装了专门
设计的装有灯带的“翅膀”形顶棚，整体
颜色设定为鲜亮的黄绿色，夜间顶棚的
灯带亮起，既方便居民夜间投放，又增加
了美观度，大大激发了居民垃圾分类的兴
趣和热情。

而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虹口区广
中路街道灵新小区，也通过党建引领，“三

驾马车”合力，建设成为垃圾分类精品示
范居住区。小区原有7个生活垃圾房和1
个小压站，存在布局较分散、配置不合理、
容积量不足等情况，经常出现垃圾满溢现
象，严重影响了小区环境。为全面提升小
区垃圾分类工作面貌，街道党工委在区绿
化市容局的指导下借助“美丽家园”综合
改建项目对灵新小区生活垃圾房进行改
造。

通过对小区内垃圾投放情况进行了
详细梳理，街道对7个生活垃圾房使用情
况进行了排摸和计算，最终通过征求意见
并经过小区征询，将生活垃圾房布局进行
科学合理调整，拆除4个，将剩余的3个改
建为智能生活垃圾房。

智能生活垃圾房贯彻了低碳、环保理
念，以环保材料建造，具备脚踏开门、自动
喷淋除臭、紫外线杀菌等功能。同时设有
多种智能设施，如光电传感器，垃圾桶满
溢后会亮灯提醒物业进行换桶；智能监控
摄像头，一旦识别到乱丢垃圾的行为，进
行语音提醒。智能生活垃圾房既方便了

居民进行垃圾投放，又从源头上解决了以
往垃圾易满溢、小包易产生的问题，全面
提升了小区环境及居民生活品质，得到了
居民的一致认可，成了灵新小区“美丽家
园”项目建设中的一道风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以
来，共治共享成了上海各社区的共识，
市民参与度不断扩大。尤其是坚持党
建引领，把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组织工
作职责，切实落实“一小区一方案”，由
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对垃圾分类投放的
点位、时间进行征询、优化，让垃圾分类
从社区治理难点变为撬动社区治理的
有力支点。社区各类人群的主观能动
性也被充分发挥出来，如在售后公房小
区和动迁安置房小区，充分发挥社区志
愿者骨干作用，聚焦上班族、承租户、家
政人员、儿童、有意见居民等“五类重点
人群”，通过上门走访、“小手拉大手”等
多种方式加强宣传引导。到2022年底，
全市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稳定
保持在95%以上。

抢做“加分题”让垃圾分类更有趣

共治共享打通垃圾分类“易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