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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硬件，软件也得跟上。不久前的“红旗

下讲话”活动中，高一学生自管会的盛可怡同学

发出了“请为垃圾找个合适的家”的倡议，变废

为宝，是垃圾最好的归宿。周老师向记者展示了

每间教室门口的电子班牌，上面有滚动播出的垃

圾分类相关知识，同学们还通过绘制黑板报，学

习与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这学期，为了与新设备配套，每个教室的垃

圾桶都换成了干湿两分类垃圾桶。“这也是出自

学生对校园生活的观察和倡议。”周老师介绍

说，每个教学楼都有四分类垃圾桶，因为教室

里产生的有害垃圾是非常少的，于是在同学倡议

下，设置了干湿两个垃圾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

的旧垃圾桶也不能浪费。高一高二同学都将参

与垃圾桶改造活动，将它改成雨伞收纳箱，充分

贯彻回收再利用的环保理念。而结合校园科普

艺术节，校团委将举行垃圾分类知识竞赛，以及

与垃圾分类宣传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松江一中将残羹剩饭“变废为宝”

激发学生探究垃圾分类好奇心

阴雨绵绵的早春，在后勤保障部门孙海东

老师带领下，记者来到松江一中校园食堂后侧

一角。一座小木屋墙外挂着“源头化湿垃圾处理

站”的牌子，餐厨垃圾资源再生系统就安置在小

木屋里。屋里屋外干净整洁，地面微湿，屋外一

侧是几排鲜花盛开的花架，空气中除了春雨的青

涩，闻不到其他异味。

记者了解到，松江一中师生1570人，每天产

生的湿垃圾主要以校园食堂内的残羹剩饭与厨

余废弃物为主，总量接近500斤。自从引进餐厨

垃圾资源再生系统，这些湿垃圾就是在这里“消

失”的。

究竟怎么回事呢？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把存放湿垃圾的垃圾

桶固定在餐厨垃圾资源再生系统处理机上，机

器启动后，垃圾桶就被自动升至处理机顶端，桶

内的湿垃圾慢慢倒入处理机中。在处理机中，湿

垃圾的废油和废水被分离到左边的装置中，经

过几道活性炭过滤处理，水、油和废气排出到固

定地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水其实已经很干净

了。出乎记者预料，整个运转过程中，几乎没有异

味。

孙老师告诉记者，原先，这些湿垃圾都由环

卫公司直接运输处理。自今年1月起，松江一中引

进了餐厨垃圾资源再生系统处理机后，湿垃圾再

也没有离开过校园。

不过，仅仅“消灭”湿垃圾是不够的，这台设

备还能变废为宝。小木屋外面那几排鲜艳的花

卉，它们的肥料就来自于处理机“吐”出的废渣。

原来，这台设备的工作原理是将湿垃圾的水

分和油脂进行分离，通过微生物菌处理，使餐厨

垃圾发酵变成有机肥料，从而实现餐厨垃圾无

害化和资源化重新利用。处理机每次“吃”下去

一桶重约100斤的餐厨垃圾后，产出20斤的有机

肥，湿垃圾减量达到80%。

那几排花卉，正是学校特别开辟的一块“试

验田”，如今正尝试调配花卉养护中肥料与泥土

的最佳配方。接下来，松江一中校园内的花草树

木，都将有机会用上自产的肥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小的角落将成为学

生参与垃圾分类的主阵地，周慧瑛老师告诉记

者，在引进餐厨垃圾资源再生系统时，学校就

考虑到，这不仅仅是设备，还要转化为一系列课

程，首先是和社团课对接，环保社的同学们将

深入研究餐厨垃圾资源再生系统，做一个宣传

片，在校园中向同学们传播普及；而理论社团躬

行社，将走出校园理论联系实际，学校为躬行社

设计的寻访点是位于天马山的松江区垃圾循环

基站，两个社团的研究和宣传，将让全校同学知

晓校园内和社会上垃圾分类的现状。

其次是和研究性课程对接。同学们以此

为出发点研究各种课题，设备运转原理是与化

学、生物、物理等相关，分离出来的废物如何利

用，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这台设备从一月份开始运转，部分同学参观

了湿垃圾处置的全过程，而创新实验课程仍在

开设之中，相关团队也还在招募。周老师告诉记

者，松江一中坚持“自育育德、自治治事、自学学

问、自养养性”的“四自”教育办学特色，老师们

虽然可以提出建议，但后续环保社的同学们会

开展什么样的实践研究，非常值得期待。目前，同

学们正在讨论中，接下来，他们将与设备供应商

约谈，深入了解这台设备的科学原理。

500斤餐厨垃圾，“消失”在小小处理站

“吃”下100斤垃圾，产出20斤有机肥

一台设备，转化出无数课程

回收再利用，垃圾桶也可以改造

在全市青少年争当垃圾分类小达人

的潮流中，松江一中学生们将借助

一项高科技，成为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和实践

者。今年1月份，松江一中引进了餐厨垃圾资源

再生系统，将餐厨垃圾变成有机肥料，用于

校园绿植养护，成为松江区首所“湿垃圾不

出校园”的学校。借助这个高科技设备，学校

将围绕垃圾分类主题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和

研究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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