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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

北京垃圾分类首周：从减量投放到产业链闭环

投放：源头减量分类

垃圾分类并非朝夕之功。目前，海淀、朝

阳、石景山等多个社区的通用做法是通过人

力引导垃圾分类。例如，朝阳区呼家楼北里社

区在每天早晚投放高峰期安排志愿者引导居

民投放。

“截至目前，街道共有注册志愿者119人，

临时志愿者600余人。在每天早晨投放高峰

期，每组垃圾站旁都站着两名志愿者，对分类

不规范、不标准的居民进行劝导和指导。每季

度评选一次垃圾分类示范户进行公示，鼓励

方式有奖励垃圾桶、垃圾袋等。”朝阳区呼家

楼北里社区书记殷金凤说。

但居民的规范投放，仅是垃圾分类这套

“全流程”作业的起点。“目前来看，我们实施

垃圾分类，尤其是厨余垃圾分类，更多还是依

靠政府端注资，但全市日产垃圾量很大，按照

对经营性单位每吨厨余垃圾、生活垃圾100元

和300元的收费标准，想要覆盖后端处理成本

有一定难度。这需要我们思考通过各种经济

手段，从源头实现垃圾的减量发展。”北京市

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表示。

“垃圾分类这件事儿想长久运作，还是需

要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达到全民参与的效

果。”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源鸿

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位于昌平区的辛庄村想了个好办法。全

村392户在自家门口放置“两箱两桶”，厨余垃

圾和其他生活垃圾各放一桶，有毒有害垃圾

和可回收物品分置两箱。保洁人员按照片区

逐户收集。“在开始分类之前，我们光是清理

主要街道的垃圾就清了172车。”辛庄村村委

会主任李志水介绍，随后村里出了“铺天盖

地”的宣传，还密集张贴标语，如“垃圾投放，

依规守时，违者罚款200-500元，或跟车分拣

垃圾一周”。

“分类容易，坚持下来不容易。”李志水透

露，目前辛庄村已在75%垃圾减量率的基础

上，酝酿上线垃圾收集统计平台，实现“谁制

造垃圾谁买单”。

居民日常厨余垃圾外，餐企作为厨余

垃圾的“生产大户”，也是垃圾减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位于西单商圈的海底捞后厨，

使用后的红油锅底被工作人员倒入水油分

离器。分离器台面布满密集的圆孔，火锅锅

底倒在台面后，装入筛子的台面进行第一

层过滤，大块食物残渣留在台面，汤底进入

分离器内部。

据了解，北京海底捞门店的垃圾排放均

已实现水油分离。中餐厨余垃圾中的水分有

时占比超总重量的一半以上，脱油脱水后再

进行清运，比连汤带水混运垃圾减量近半。

收运：拒收混装混运垃圾

“即便我们实现了精准投放，收运过程

中如何保证不出现混装混运的问题？”在实

践中，许多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效果不无

担忧。

针对垃圾收运环节的问题，石景山区环

卫中心副主任祁大鹏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5

月1日起凡运往垃圾清洁站的垃圾桶，在被统

一装入收集箱前，不会再派专人进行二次分

拣。“如果发现了混装混运问题，我们会采取

拒收退回。”

在石景山区老山南路垃圾清洁站，垃圾

运入时，工作人员确认没有混装混运情况后，

将垃圾分别装入厨余和其他垃圾回收箱。其

中，其他垃圾被压缩并运往鲁家山进行无害

化焚烧发电处理；厨余垃圾被运往大兴的南

宫堆肥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这家清洁站承接

周边5000户居民生活产出的垃圾。

朝阳区也采取了相似做法。据统计，目前

该区共有垃圾楼284个，其中安置了分类垃圾

车的垃圾楼79个。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兰澎

介绍，到今年底，通过改造，朝阳区分类垃圾

楼将达到115个。一些大的街乡还通过厨余垃

圾直运的方式解决混装混运的问题，农村地

区的中转站也陆续投入使用了。

“以前的垃圾车就是一个三轮车四周插

着板子暴露运输，现在政府贴补给物业三轮

四桶车，将垃圾桶装上三轮车，实现垃圾不落

地。例如，绿桶单独运输，绿桶上绿车，绿车进

绿箱。”兰澎说。

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设施处副处长刘贤

正介绍，目前正在对呼北社区的垃圾楼、分类

驿站、桶站、垃圾运输车进行标准化改造，对

垃圾车进行喷涂和LOGO设计，蓝色代表可

回收，绿色代表厨余，黄色代表大件垃圾，灰

色代表其他垃圾，从而在车辆运输过程中加

强监督。

“垃圾分类强制施行后，不同处理环节间

还可实现互相监督，倒溯垃圾分类问题源头，

采取相应惩戒措施。”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固废

处调研员吴润江介绍，各分类流程间环环相

扣，从最后端的垃圾处理到垃圾运输、收集环

节，再到最前端的投放环节，每一环都可对前

一环工作进行质量监督。发现问题后，可采取

拨打12345市级热线电话等举报机制，但相关

城管执法部门不进行直接处罚。

处理：打造资源循环“闭环”

垃圾投放、收运环节完成后，后端处理能

力是考量垃圾分类能否可持续运行的一大

关键变量。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二里庄社区在

垃圾分类投放、收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厨

余垃圾资源化一体机，打造垃圾从投放到处

理的微循环系统，让居民感受垃圾分类带来

的乐趣。

“装箱、倾倒，24小时成土。”二里庄社区

居民志愿者车振明说，该资源化一体机在理

想状况下，一次可处理厨余垃圾200斤。但通

常情况下该机器为满负荷运转，转化率大约

达到15%。“也就是说，一次性处理两桶大概

130斤厨余垃圾，在水分被排出后，产出将近

20斤营养土，目前一周约处理两次，生成营养

土30-40斤。”

发酵成的营养土被装在盒中带到社区屋

顶的“阳光花园”进行晾晒，二次发酵后被放

进盆栽中培植花卉。目前，阳光花园的盆栽达

到30余种，有多肉、月季、长寿花等。居民们还

带来自家用过的塑料桶，通过切割改装成花

盆，混合水和营养土后，连同花卉一起挂在花

园周遭墙壁上。

不仅是二里庄社区，辛庄村所在的兴寿

镇也摸索出一套“变废为肥”的路径。镇上设

有一个占地约5亩的堆肥点，将收集来的草莓

秧、树枝、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粉碎，与厨余垃

圾、中药渣、矿物质和自制菌种搅拌后，经露

天有氧高温发酵，一个月左右成肥。

目前来看，前述小区、村庄自发打造的微

型循环系统尚未大范围推广，更多情况下，

收运来的垃圾依旧是被运往垃圾处理站进

行集中处理。海淀区大工村餐厨垃圾处理厂

相关负责人介绍，处理厂作为该区循环经济

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工程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处理厨余垃圾可达200吨/ 日，餐厨垃

圾200吨/日。

“垃圾运入后产生一部分水和渣子，后续

会被逐渐分拣，最终成肥率在25%-35%之

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环境卫生设施处副处

长蔡华帅介绍，与其他厨余垃圾处理厂不同

的是，该技术突破了定向腐殖化新工艺，变处

理为利用，用工业化方式生产标准化的肥料，

从源头削减污染排放和资源浪费。

“按照该厂400吨/日的垃圾处理量，日均

可产出60-70吨土壤调理剂。目前，厂里日处

理垃圾最多可达到360余吨。这一批土壤调理

剂我们主要是运往山东，例如烟台苹果土壤

改良、湖北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东北黑土地建

设。”据北京市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曹小刚说，《条例》正式施行后，垃圾处

理量继续加大，日产或更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5月正式施行。《条

例》落地首周，北京商报

记者相继探访位于海淀、

朝阳、昌平和西城等的多

个社区、商超和垃圾处理

站， 从源头减量投放，分

类收运， 再到后端处理，

这些社区和场所在垃圾

分类的关键环节有着不

同的探索和经验。

“首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疫情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但我们绝不

能掉以轻心，要继续下功夫抓好北京的

疫情防控工作。”5月5日下午，在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

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五

一”小长假过后，要对此次常态化疫情防

控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要通过这次“五

一”小长假不断改进和完善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各项举措，继续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旅游景点安全

有序开放，重点商圈开展百余项促销活

动，推动北京旅游市场、消费市场回暖。

据徐和建介绍，“五一”假期，北京市

聚焦做好重点防控工作，突出做好重点

人群、重点场所、特殊区域的防控工作，

深化、细化、实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

工作，严格路径和中高风险地区进京人

员管理，落实医学观察措施，切断疫情传

播的渠道。车站、进京检查站进行严格管

控和筛查。景区、公园、商超等公共场所

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做好限流、分流管

理，严防人员扎堆聚集，确保了首都假期

安全平稳有序。

徐和建指出，广大市民5月6日即将投

入到工作学习中，要坚持做好健康监测，科

学佩戴口罩，将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分

餐制等各项防护措施融入日常生活。

在此次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

发布了上班上学前的健康指南，提醒市

民做好健康调节和健康防护。

指南提出，注意密切关注自身及家

人的身体状况，尤其是有旅行史的朋友

更要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

咳等症状，可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

近的发热门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

接触史和隔离观察情况，便于及时排查。

主动向单位报告发病情况及旅行史、接

触史，不要带病上班。

值得注意的是，指南建议，随身携带

口罩，视不同人群场景选择佩戴适宜的

口罩。随时注意个人卫生，养成勤洗手、

常通风、不聚集、注意咳嗽礼仪等健康习

惯，外出如洗手困难，可携带免洗手消毒

液。外出就餐时，应到有卫生许可证的正

规餐馆就餐，与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

离。在餐厅期间要尽量减少触碰公共设

施，就餐时执行分餐制，备用公勺公筷。

此外，有研究发现，晚睡、缺少睡眠

的人则免疫力差，更容易感到疲惫。指南

提出，合理安排作息，早睡早起，尽量不

睡懒觉。中午小憩可以减少白天的困倦。

节后上班前一天晚上设好闹钟，留出充

足的上班时间。

指南建议，节后适度增加运动，避免

节后胖三斤，也要避免过度运动及过度

疲劳。运动不在于计划有多好，而在于持

之以恒，重点是养成习惯。尽量选择家中

或室外空旷的地方进行锻炼，与他人保

持人际距离。

对于学生开学，指南建议，高三、初

三学生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家长和孩

子都要自测体温，如果出现发热、咳嗽、

乏力、腹泻等症状，不要上学，视病情就

医或居家观察，及时向班主任汇报。准

备好一次性医用囗罩、免洗手消毒剂或

消毒湿巾、一次性手套、纸巾等，并学会

正确使用。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勤洗手、

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捂口鼻的卫生习惯。

合理安排起居，适当体育锻炼，逐步恢复

到上学时的作息规律，保持健康体重。

5月4日0-24时，北京无新增报告

境外输入和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经连续

19天无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连续19天

实现境外输入和本地确诊病例“双零”

增长。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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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前浪交手阅文后浪
陶凤

北京将全面评估常态化疫情防控

热闹的“五一”，澎湃的“后浪”，“霸道”的
阅文，联手贡献了一波又一波热搜。在B站刷
屏的宣言里，手握选择权的时代青年被盛赞，
而在阅文合同新约里，这种时代之所幸，正面
临史无前例的威胁。

一纸新约，吵到现在。一份来自阅文集团
去年9月的合同，因为平台强势索取版权引发
网文圈震动。在免费与付费之间，在作者与读
者之间，窝了太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在抢市场时代，流量和利益为重，姿势和
情理次之。疯狂收割版权，形成垄断之后，转手
再向读者收费，大平台好两头吃、两手抓。面对
的类似套路，消费者交过的“学费”实在太多，
仍旧有苦难言。 互联网巨头都有自己的野心，
而这种野心时常遍布天下。 吃喝玩乐一网打
尽，聚拢资源，打通壁垒，实现整合，天下我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B站也是自己口中的
“后浪”。论“出圈”，这些年B站越玩越溜。讲动
机，渴望出圈，渴望被认知，更渴望被认同。自
嘲“小破站”何尝不想有春天，踩在前辈的肩
膀上后浪推前浪，在巨头围堵的市场中，玩出
差异，赛出风格，打出水平。只是出圈的营销
易搞，赚钱的生意难觅。

在前浪与后浪的搏击中， 真正让人害怕
的是，主动权被裹挟，选择权被稀释。资本觉
得应该喜欢什么样的明星， 应该喜欢什么样
的文字，就推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个体看世界
的视野没有被拓宽反而被收窄， 思维没有被

启发，反而被局限。
在诸如资本这样的强势前浪之下， 即便

后生可畏却终究难立潮头。要么被动地活着，
要么主动死去。那些不被资本看好的、不符合
大多数阅读和鉴赏能力的、 不具有IP开发价
值的作品，将很难有机会遇到喜欢它们的人。
资本选定了你必须喜欢的一类作品之后，其
他作者的活路也就尽了。 没了推荐， 就没广
告。免费阅读了，小众读者也没办法订阅打赏
自己喜欢的作品了。

大量资本供养的“纯血”作品和“纯血”艺
人存在， 意味着当资本决定的多数人都喜欢
的时候，你不可以不喜欢，因为别无选择。古
往今来，从音乐、文学，从影视到戏剧，所有人
类精神世界形而上的风花雪月， 繁盛往往成
于百家争鸣，颓势往往来自于千律一篇。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对年轻人偏好
的趋势，表现得更明显。所有的力量都在尽力
拉拢年轻人。年轻人最爱有选择、最不喜“被束
缚”、最怕“被代表”，当一个时代里最珍贵的选
择权受到了威胁，最失望的一定是年轻人。

就像B站的“后浪”，感动了自己，触动了
中年人，青年人却不捧场。喋喋不休，往往是
越过山丘的中年人。 那些真正的年轻人爱其
所爱， 才懒得分享点赞。 青年人心中的“后
浪”，不必刻意获得任何人认同，以最自我的
姿态顺理成章地活下来， 而这才是他们最喜
欢的B站的样子。

近年来北京全市
生活垃圾清运量变化

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共44座
日处理能力3.27万吨

焚烧设施11座
能力达到1.67万吨/日

生化设施23座
能力达到8130吨/日

填埋设施10座
能力达到7931吨/日

北京全市设置了
垃圾分类驿站

11.3万余座
共有厨余垃圾运输车

1259辆
其他垃圾运输车

6412辆
密闭式清洁站

小型垃圾中转站

980座

5月4日 0-24时，北京无新
增报告境外输入和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已经连续19天实
现境外输入和本地确诊病例
“双零”增长。

19天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901.8

（单位：万吨）

929.42 10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