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0万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的国土面积。

75万亩——这是国家住建部曾经的统计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

地曾达到的数字。

你能想到吗？

75万亩！相当于7.5万个足球场，本应绿茵满，却是满目疮痍。

在记者所在的长春市，相关从业者每天要从24.1万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中，运走5000吨生活垃圾。规模庞大的废旧物不会凭空消失，如果不进行科

学处理，其中一部分会潜入人们喝到的水、迎面吹来的风，甚至会融入肉类奶制

品和农作物中，重新循环到人体内。

数字触目惊心，垃圾分类时不我待。

只有从源头分拣才能推进总体减量，垃圾分类迫在眉睫。今年5月23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表示，2025年年底前，要基本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没人能置身事外。

倒计时已开始，市民不仅关注垃圾分类的标准划分，更关心后续的运输、中

转、处置等环节是否有序运转，是否真正实现了降污染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如何

边学习边实践，探索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分类经验？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推进这

项工作从行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记者走访长春市的城市管理者，共同对这

一“关键小事”进行解读。

“大部分市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天一亮我们

准时出发，从凌晨5点到上午9点，长春的各中心区域都要跑一圈。68

个早市平均每天看两个点，同时查看垃圾处理情况，它们都是百姓生

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无声的，但也是有形的。”这是长春市城市管

理局局长王世忠的日程表。垃圾分类是他一天之计的首要任务，“当

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一个重要的研判点就是

垃圾分类。”

2018年，长春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作为全国46个先行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之一，长春的起步不算很早。“像赛跑似

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其实早在2000年就有探索，我们才刚刚起步，但

是起步晚并不代表我们进度慢。”

此前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探索，往往由于终端处理跟不上，使得

前段的分类也只能暂停。长春市吸取经验，首先从末端建设推进，“把

基础打牢了、终端系统更完善，再往前倒推分类。”

在德惠市米沙子镇，15个月的时间内快速建成全国一流的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新北环保电厂，“建电厂选址经历了辛难的历程，

‘邻避效应’很明显，但是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把它建起来了。”

功能齐备的环保电厂，在进行储存、发酵、燃烧的过程中把其他垃

圾转化为电能、热能，再应用到生活中。利用余热供电1.9亿度，可节

约4万吨标准煤。同时进行资源化利用，垃圾烧剩的炉渣依然是宝，用

来做铺马路的地砖，仅剩一点飞灰，基本实现了无害化循环。据介绍，

新北环保电厂正在扩建第二期，争取今年年底运行。再加上原有的长

春鑫祥垃圾发电厂，已可基本满足全城垃圾处理需求，有效减少对土

地资源的占用——这就是长春市夯实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等运行环节的“减法”基础。

“长春历史建城223年。这223年的垃圾，从今年起实现零填埋。”

另一个减法指向垃圾处理的各种时间成本和价格成本。垃圾分

类分得越细，处理成本越高，管理者们开始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成

本降下来。几年来，长春陆续建成一座市级厨余垃圾处理中心，日处

理能力200吨，实现了厨余垃圾的单独收运；区级小型厨余垃圾处置中

心11座，全市厨余垃圾总处理能力达880吨/日。过去一车垃圾要运

到三四十公里之外去处理，现在就地就近处置，有效减少了成本。

从源头减量，还有净菜上市、光盘行动和禁止过度包装处理三个

支点，一系列有效举措，让生活垃圾分类的基础越来越坚实。

而在体系建设和机构设置上，长春市用“加法”体现了工作上的大胆创新和超前

意识。

2019年，长春市将再生资源回收管理职能从商务局划转到市城市管理局，成立

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管理处，率先实现了再生资源回收与生活垃圾管理职能的“两网

融合”。

将垃圾减量与循环经济相融，长春市把工作重点放在再生资源体系的不断完善

上，重点对公共机构、大型商业综合体、再生资源回收点位进行指导，“这是城市矿产，

我们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再进行回收。”

废旧物的回收再利用并不是啥新鲜事，之前并不是不分，只是不由居民分。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管理处处长姜晓峰下班后曾认真观察一

个修配厂的小老板如何把零件进行精细拆分，按有色金属和非有色金属分成两堆，

“我说你这就是在垃圾分类，而且分得非常细。”

因为分类工作给日常生活带来的“麻烦”，有人会问：这项工作直接交给拾荒者和

一些从业者，岂不因势利导？

姜晓峰解释了这背后的不可取之处：“咱们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床垫。拾荒

者用刀把床垫划开，把里面弹簧一点点卸下来，然后将外面的棉絮和破布随便一扔，

风一刮吹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会管吗？不会。”

长春市四环之内曾经四处可见的废品收购站，存在很多卫生问题和安全隐患，

“收购站里既有煤气罐爆炸隐患，也处理不了大量有害垃圾。因为它是个特种行业，

从业者的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妥善处置，偷盗和斗殴也不时发生。”用了4年时间，四

环以内的废品收购站被逐步取消。可回收垃圾将向何处去？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

体系来做，长春市以2500户—3000户居民为半径进行回收点位布局，按照垃圾中转

站边、公厕边、原废品收购站边、环卫工人休息室边的“四边”原则，设了近500多个小

蚂蚁流动回收车，环保达标的封闭式箱式货车取代废品回收站，减少收集和运输过程

中的二次污染，做到车辆标识统一、环境干净整洁。

纳入规范管理的还有大件垃圾。过去，居民家中的废旧桌椅、沙发、跑步机，要么

随意遗弃，要么在楼道或小区内占用空间。长春市试点探索“城市管理部门引导+社

区巡查报备+社会化服务+网上预约+上门收运”的大件垃圾收运处置新模式。一旦发

现居民丢弃的大件垃圾，网格长会在“垃圾分类微信群”里及时上报，通知相应的大件

垃圾处置站，调配车辆。第三方资源回收企业接到信息后，24小时内就会将大件垃

圾运走，分拣成木质、皮革、海绵、金属、废纺等打包压块，然后分别运到下游企业作为

原料进行循环利用。其中，分拣出来的木屑还能通过专业的生产线转化为生物可燃

棒。

姜晓峰介绍，长春市四环内所有浴池都使用这样的可燃棒，使

大件垃圾变废为宝，实现了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在

试点之一的宽城区，大件垃圾分拣中心已累计收运处置各类大件

垃圾130吨，服务企业每天线上线下接单10多次，基本能够做到日

产日清。

全国再生资源的平均利用率是35%，每涨一个百分点都意味

着巨大的努力，而长春达到了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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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减法”与“加法”交织，在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

的工作闭环里，餐厨垃圾、废旧衣物、满地落叶和煤灰都能进行

资源化处理，而前端分类如何能严格执行，则是最为关键、需要

倒逼的“最后一百米”。

从居民角度，垃圾分类给日常生活的“增负”是不言而喻

的。在实行垃圾分类之前，居民将垃圾用袋子一兜，不分不拣，

出门时一扔就行。如今要面对各种分类，大家多多少少有点犯

迷糊。当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时，忙碌中的居民也无暇顾

及很多，比如怎么把厨余垃圾、外卖盒与可回收的饭盒区分开，

就是个不小的考验……

垃圾分类存在着反复性和艰巨性的特征，是每个城市都不

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2019年5月，长春成为全国第五个出台生活垃圾分类法律

法规的城市。《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和《长春市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相继实施，同时，结合两部法规的实施，先

后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规范、考核标准、分类指南等一系列

管理制度和标准，基本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每个月，长春对

城区、开发区和街道办事处开展考评，结果纳入全市城市管理考

评体系，将这件“关键小事”推上新高度。

直到2020年，长春迎接前所未有的考验。

“疫情对垃圾分类、对整个城市管理工作都是个检验考验。

这三年里，整个城市严阵以待，每家每户我们连楼都不能进，没

法展开宣传，所以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反弹，但我们发挥网格长的

作用，起码保证在分的过程中把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分开，

坚持把这个体系运转起来。”此时，基层党组织在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中的推动作用初步突显。

当生活重回正轨，垃圾分类工作进入探索建立健全党建引

领的2.0版本，明确市、区、街道、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机制。一

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单位、医疗机构和大型企业等

系统，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号召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开展了生活

垃圾分类培训和指导，在公共机构实现宣传工作全覆盖。二是

开展培训教育，全面织网。几年来，市、区、街道和社区共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培训7000余场，城市管理局成立生活垃圾分类百人

宣讲团，深入街道社区和单位，宣讲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组织市、区两级500余

人次赴上海、宁波、杭州等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培训。

王世忠车里常备一个小型分类筒，用来进行知识普及：在垃圾产生那一刻

即进行分门别类的放置，在后期处理时，自然就会进行分类丢弃。“你让居民自

费去买这个分类桶，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硬件设施建设，包括对居民的宣

传引导，都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比如垃圾需要干湿分离，但破袋过程中手上

会残留垃圾味道，如果一个人操作则更为不便，有的城市自发设计“神器”，这

些具体细节问题都需要相关从业者用心、用脑、用力去设计和解决。

面向居民的宣传和引导，可能是最艰难、也最容易反复的“关键一百米”。

城市管理者面对过质疑，也面对障碍，甚至遇到过“贴个宣传海报都被拒绝”的

情况，但再难也要做。“会有很多的委屈，也有很多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坚持去

做。”

既然每家每户的严格分类有很长的路要走，管理者们尝试首先推进厨余

垃圾和其他垃圾两大类的分类方式，“这就像中药似的，如果操之过急，热三天

冷三天到最后效果不好，一定是循序渐进，就是从无到有。”在管理者的观察

中，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的区分比较简单，而可回收物由片区再生资源回收企

业上门回收后进入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在部分小区，我们实验性地只设置了

两种桶，就是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因为量少，桶长时间空着，人们

反而容易把其他垃圾扔进去。”据介绍，有害垃圾收集日为每月25日，各个社

区街道均可进行回收，然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输至暂存点临时存放，由具有危

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进行运输和无害化处置。

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支点。

依托疫情期间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经验，长春加大了市民文明行为培

育养成和生活垃圾分类运行“两个体系”建设，推动垃圾分类从行业管理向社

会治理转变，通过垃圾分类这项工作，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激起社区治理的“活水”——出台《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任务、分类标准和责任分工；制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运行体系和市民文明行为培育养成体系建设工作

的指导意见》，确立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运行和宣传教育模式；出台《关于全面建

立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的实施方案》，明确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打造63个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实现由点到面的有序推进……让垃圾分类犹如星星

之火，引领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调动各

城区、开发区、市直各有关部门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百人宣传团”深入街

道社区和单位；“小手牵大手”共建美丽家园活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

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长效化、科学化、精细化发展。

在报纸上读到总书记回信的第二天，王世忠拟定了新的工作汇总和申请，“我

觉得我们更要下决心，把城市管理好。”

让工作者们欣慰的是：“垃圾分类，孩子比大人厉害。现在不是大人影响

孩子，反过来是孩子对大人的影响更大。”王世忠曾亲自带队去幼儿园宣传垃

圾分类，带着孩子们把可回收的纸叠成小船。对其他垃圾，孩子们给画上小鬼

脸，正确放到对应的筒里。作为回报，城市管理局给孩子们奖励了100只小

鸭、100只小鹅，“国外垃圾分类都有几十年甚至百年历史了，我们才6年。但

是我们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话，垃圾分类一定会有更好更快地推进，这要有

一个过程。”为抓好学校教育的全程融入，长春市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成长规律，编制了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教材，通过课堂知识传授、课外动

手实践，让生活垃圾分类教育融入到学生的“知、情、意、行”之中。

城市管理工作王世忠已经干了二十多年。退休以后他打算去当一名志愿

者，“一个能进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就是个高品质的小区。我就领着大伙儿把

这个小区管好，有了样本，参与的人才能越来越多，人们的文明度才会越来越

高。”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一组数据见证了长春的精细程度：全市

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8%，回收利用率达39%。垃圾分类正从夯基垒台、立柱架

梁，逐步走向全面推进。

只有人人参与其中，主动作为，争做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和参与者，才能共

同推进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从时代的见证者，环境的守护者，跃升为自身家园

的重塑者。

垃圾分类的倒计时阶段，你身边出现了哪些“分类英雄”？他们如何从思想

到行动、从知晓到实践推动一个城市文明度的自觉提升？下一期《民声·调研》

将推出《垃圾分类调研之市民面面观》，欢迎向邮箱jlrbtg@126.com投稿，我们

期待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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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一直牵挂的“关键小事”。

2019年春节前夕，在北京草厂四条胡同的社区物业服务站，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从每家每户开始就

要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养成这个习惯。”

2021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

2023年5月，总书记在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回信中指出，推动垃圾分类成为

低碳生活新时尚。

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持续推进生态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的殷切期望。垃圾分类，也是建设现代化

宜居宜业城市必闯的一道关。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三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历经一个月的时间，在垃圾

分类试点城市长春市深度走访调研，分别跟踪、查看四种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处置过程，寻访城市管理者、社

区工作者、相关从业人员、普通居民和志愿者，推出“垃圾分类系列调研”，和你一起寻找“闯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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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主题实践活动

中，孩子们共同作画。 姜丽娴 摄

长春市垃圾分类情况。

长春市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的流动回收车。

（以上二图均为长春市城市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