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于寓教于乐，但抽丝剥茧发现，二里庄的

垃圾分类确有它的精妙所在。李紫莹是夕阳再晨

公益团队的一名项目主管，协同参与二里庄社区

的垃圾分类项目已有数月。“从经验来看，目前社

区垃圾分类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中包括政府行政

式，政府与企业联合式，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协

同式，而二里庄的模式就是第三种。”

在她看来，志愿者的存在，对社区垃圾分类

这项工程而言，像是一台庞大的机器里帮助各零

件间精准磨合的齿轮。与政府部门不同，社区志

愿团体具有相对充足的灵活性。而垃圾分类这项

工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从居民个人、物

业、居委会、街道到城管科，任一角色的缺位都会

让整个系统工程瘫痪。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

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于是，

垃圾分类再度被提上城市的发展日程。

“我们发现，垃圾分类过程中，受不可抗力影响，

各部门间的信息是不够对称的。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职能部门这些孤立的断点联结起来，让垃圾分类

变成一个上下联动、逻辑自洽的工程。”李紫莹说。

据介绍，二里庄社区曾对接多家公益组织，

最终与夕阳再晨团队达成合作。“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魏立这样总结。“企业端介入能够提

供一些电子智能回收装置、资源化一体机等硬件

设备。但社区垃圾分类的长久维系，需要一套完

备的顶层设计。社区工作坊的工作人员具备系统

的社会工作学科思维，他们更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然后对症下药。阳光花园就是和他们商量着一步

步建起来的。”

“前些天，花园种的西红柿、黄瓜和茄子都熟

了，给居民分了好几拨。”二里庄社区党委书记魏

立说，“我们不想让垃圾分类变成负担，那就得动

动脑子，怎么能让大家边玩儿边把垃圾分类这事

儿给做了。”

魏立觉得，垃圾分类落到社区，不应该是个

宏大主题，得要让居民实实在在体会到，人们是

怎么能从垃圾分类里受益的。“当时我们听说上

海那边有用资源化一体机的，能把厨余垃圾变成

肥料，我们跟街道说了一下这个想法，最后人家

还真给我们装了一台。”

现在，这台厨余垃圾资源化一体机被安置在

了二里庄社区的大花园中心。每天，志愿者们轮

流站岗，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送来的厨余垃圾倒进

一体机，经过发酵后，再从机箱把生成的营养土

送去阳光花园晾晒。据二里庄社区桶站志愿者车

振明介绍，机器一次可处理厨余垃圾200公斤，转

化率大约是15％。

这台机器大约能消化二里庄社区厨余垃圾

的10％。由于居民饮食高油高盐，并不适宜产营

养土，这台机器重点消化的主要是附近小学、养

老驿站和周边菜市场产生的碎枝碎叶。社区大部

分厨余垃圾还是会由街道请环运公司统一收运

去厨余垃圾处理厂集中处理。

“实际上，这台机器虽然是我们社区垃圾

分类行动的一个亮点，但它的主要功用不是消

化社区的垃圾，而是用种花、种菜的方式，潜

移默化地把垃圾分类的观念种到居民心里去。”

魏立说。

不仅是对厨余垃圾，二里庄也把垃圾减量

做到了极致。花园四周，不论是盛放营养土的

泡沫盒子还是挂在墙沿的花盆，都是用居民从

自家带来的废旧泡沫盒、矿泉水瓶、油瓶甚至

旧家具抽屉改装成的。

·“玩儿”起来的垃圾分类·

·庞大的机器与精准的齿轮·

二里庄：垃圾分类的社区画像

3个月不见，阳光花园

的花盆里结出了果。 花园

是海淀区二里庄社区借用

居民楼顶改造来的。居民志

愿者们时常穿着小马甲，拿

起铁铲和水壶走到盆栽前

松土、灌溉。闲下来的时候，

他们又三三两两地坐在一

边喝茶、晒太阳。如今，花园

成了二里庄的风景。 殊不

知， 它也是整个社区垃圾

分类的“小心机”。

今年5月，随着《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

地施行，全市16个区垃圾

分类行动鸣锣开练。这是

一场战线持久的社会试

验， 考量着民间智慧、管

理才能和组织协同的艺

术。而二里庄的阳光花园

像是一幅微型城市肖像，

在铺垫每一道垃圾分类

工序的同时，也勾勒着一

座城市关于未来的美丽

梦想。

“这台机器是用种花、种菜的方式，把垃圾分类的观念种到居民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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