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版
制
图/

黄
国
栋

人脸识别登录系统，投放垃圾获得积分。 这
是深圳盐田区居民利用智能分类设施投放垃圾
的日常。 通过后台大数据系统，智能分类设施可
以收集每个小区的参与户数，分类垃圾的成分与
数量、居民垃圾投放习惯和居住变化等，为当地
垃圾分类精细化运作提供依据。

在深圳南山区， 每晚 7 时一到，“互联网 +”
垃圾分类督导系统———“E 嘟在线” 的打卡页面
上，一个个闪动的蓝色图标格外亮眼。 南山区将
互联网技术融入“集中分类投放 + 定时定点督
导”住宅区垃圾分类模式，每一个蓝色图标代表
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上岗了。

深圳是国内较早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之一。
各区为推行垃圾分类，立足实际、各出奇招，进行
了有益探索。 如今，无论是垃圾投放还是垃圾处
理， 深圳垃圾分类各个环节都有高科技助力，为
系统推进垃圾分类贡献着宝贵经验。

如今， 深圳垃圾分类形成
了“市、区、街道”三级共同发力
模式。 市级层面进行统筹的顶
层设计和成立专门机构保障，
逐步推动建立覆盖全市的分流
分类收运处理体系， 培育分流
分类体系的产业链。

为明确各级责任， 深圳建
立起责任落实体系，压实区、街
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物

业服务企业，餐饮企业，集贸市
场，收运、处理企业六类机构的
垃圾处理和分类收运责任，从
制度上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层层
落实； 同时还将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纳入对各区政府的绩效考
核，以及民生实事、治污保洁、
生态文明考核， 并运用信息化
手段， 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全
过程监管。

在惩戒方面， 去年开始，深
圳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执法
行动， 城管局联合公共信用中
心首次在信用网上对 8 宗垃圾
分类违法信息进行公示， 其中
最高罚款 5 万元， 以此倒逼责
任人和相关企业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开展垃圾分类投放、
收运和处理工作。

深圳垃圾分类工作的效果
逐渐显现。 在住建部 2018 年第
二、三、四季度对全国 46 个重
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检查
考核中，深圳连续排名第二。 今

年第一季度的考察中， 深圳垃
圾分类工作也是名列前茅。

结合深圳实际需求和现状，
探索适宜深圳的垃圾收运计费
模式， 深圳垃圾分类还将继续
深化推行。《深圳经济特区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 ）有
望在年内颁布实施， 生活垃圾

“按量收费” 或被写入该法规
中。 不久的将来，深圳或将按照

“谁产生谁付费 、 多产生多付
费”和差别化收费的原则，逐步
建立分类计价、 计量收费的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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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深圳日均生活垃
圾 清 运 量 1979 年 7.5 吨 ， 至
2018 年已增长到 1.9 万吨， 增量
超过 2500 倍，年增长率 6%。 与
许多城市一样，“垃圾围城” 曾一
度困扰着深圳。

2015 年，深圳开始全面推行
垃圾分类。“怎么分” 是深圳解
决垃圾分类迈出的第一步。 与
当前上海的干湿垃圾分类模式
不同，深圳的垃圾分类采用“四
分法”， 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四类。

为了细致地指导市民有效分
类生活中的垃圾， 深圳还编写了
专门的《深圳家庭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指引》，比如玻璃、金属、一次
性饭盒等属于哪一类垃圾都详细
在列。 目前，该指引 2018 最新版
已通过深圳各区各街道印制，发
放入户， 并在单元楼一层电梯口
张贴。 这也是全国首份垃圾分类
投放指引。

对于垃圾分类， 深圳进行了
多方面探索。 目前，在盐田区，全
区共投入 350 多台智能垃圾分类
收集设备， 覆盖全区所有的物业
小区、城中村、学校、军营、医院
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 该智能设
备运用人脸识别、 自动采集、触
摸操作、语音播报等“黑科技 ”。
居民每次投放垃圾可先登录系
统， 系统会指引居民如何分类投
放， 投放完毕后还可获得积分用
以兑换礼品。

在福田区福田街道， 居民每

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超 300 吨，
其中可回收废品近 100 吨。 为消
除无证三轮车、电动车及小货轮
在街头小巷流动收购废品带来
的市容影响及安全隐患，福田区
专门在行人车辆较少、位置相对
偏僻的地方， 设置了“定时、定
点、定车、定人”的流动便民废品
收购点。

而在拥有众多海滩的旅游大
区大鹏新区， 较场尾景区施行了

“定时定点、计量收费收运”的垃
圾分类模式。 据了解， 该片区有
370 余家民宿及餐饮单位， 商家
最远距离垃圾中转站超过 1 公
里， 这些民宿和餐饮单位以中小
型为主，人手少、事务杂，难以专
门安排人手每天清运垃圾。“定时
定点、 计量收费收运” 模式实施
后，较场尾片区的“玻金塑纸”与
餐厨垃圾收运不计费， 其他垃圾
产生越多收费越高。现在，较场尾
的民宿、餐饮单位都已形成习惯，
每隔两三天就会打包“玻金塑纸”
到收集点进行回收， 其他垃圾数
量越来越少。

目前，深圳正大力推行“集中
分类投放 + 定时定点督导” 的住
宅区垃圾分类模式， 即楼层不设
垃圾桶， 在楼下集中设置分类投
放点。 相关部门安排督导员每晚
7 时至 9 时在小区垃圾分类集中
投放点进行督导。 罗湖区在辖区
校园内建立的集中投放机制，还
组建了不少于 100 人的学生督导
团队， 设立相关奖励机制以推进
垃圾分类。

我把垃圾分好了， 垃圾运输
车运送时会不会又混在一起拉走
了？这样的“前分后混”迷思，曾困
扰着很多人。但在深圳，这一问题
的答案很明显：不会！

打通垃圾分类全链条， 深圳
建立起覆盖全市的分流分类收
运处理体系，在收运环节搭建起
了网上平台，建立各区招标企业
专项清运回收制度。“各企业的
运营项目不同，收取非自身企业
收运的垃圾并不会产生利益，没
有出现利益驱动。 ”深圳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综合部
部长黄志斌介绍，深圳垃圾清运
单位由各区政府招标，具有一定
资质，各类垃圾由不同的清运公
司清运，按照合同内容 ，各清运
公司清理的垃圾类别不同，从制
度上杜绝垃圾混合收运。

据统计，目前，深圳有 100 余
家企业负责全市垃圾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回收利用。其中，负责福
田区废旧家具、废电池灯管、废玻
金塑纸、年花年桔、废旧织物、绿
化垃圾、果蔬垃圾、餐厨垃圾收运
处理的企业有 10 多家，负责罗湖
区的有 20 多家，负责宝安区的有
50 多家，负责龙岗区的有 10 家。

针对垃圾清运， 深圳还利用
互联网技术对各类垃圾的运送进
行全流程监控。 如，盐田区采用视
频摄像、 车载称量、RFID 射频识
别、GPS 定位、4G 无线传输、GIS
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 对全
区所有涉及生活垃圾分类的设
施、设备、车辆等赋予数字信息，
全程监控和实时记录垃圾收运处
理流程。记者走访盐田区时，在该
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基地后台监
控屏幕上看到， 垃圾收运车处于
什么状态、 运送了哪个投放点的
垃圾等信息一目了然。

数据显示，深圳不到 2000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 生 活 着 超
过 2000 万人口 ，每天产生生活
垃圾约 2 . 85 万吨 ， 其中 8500
吨 （ 占 比 近 30% ）回收利用，剩
余 两 万 吨 通 过 焚 烧 和 填 埋 方
式处理。

2018 年以前，深圳还未在全
市建设九大分流处理末端， 垃圾
分类分运后的分类处理环节存在
一些难题。 有些区不同垃圾处理
末端分散在该区不同位置， 有的
区甚至找不到处理末端， 导致垃
圾分流后需跨区协同处理。 这样
一来，既不利于垃圾溯源，也不利
于全链条监控。

对此， 南山区结合环境综合
整治，构建了“园林 + 花园”式生
活垃圾环境生态园———塘朗山垃
圾分类环境生态园。 该生态园原
为多个非法占据场地的停车场、

修理厂、 废旧物品堆放场等，经
处理清场后成为深圳市首个园
林式、花园式一体化的垃圾分类
环境生态园。 这一生态园可融合
年花年桔、废旧家具、玻金塑纸、
果蔬垃圾、厨余垃圾、废旧电池及
灯管分拣 （处理 ）六大分流体系，
进行一体化处理。 这也让南山区
成为深圳首个实现生活垃圾“自
产自销”的区。

在宝安区，宝安能源生态园
（三期 ）也正在调试运行中。 预
计三期正式运营后 ， 整个生态
园的垃圾日处理量将达到 8000
吨 ，日发电量 320 万度，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的垃圾发电厂 。 另
外 ， 该生态园还将把垃圾焚烧
后剩下的约 20%炉渣运送至处
理厂破碎 ， 将其中的金属分拣
出来后用于制作透水性极强的
环保铺路砖。

3.0 版本 定时定点分类回收厨余垃圾

“3.0 版本”是深圳不断探索
升级垃圾分类工作的代名词。

2015 年， 深圳开始全面推
行垃圾分类。此后，围绕“将居民
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转化为行
动力”的目标，深圳约 3500 个住
宅区和城中村配备了 7000 多组
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同时在全市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形成了住宅
区垃圾分类 1.0 版本。

2018 年开始， 通过在住宅
区建立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安

排志愿者现场督导，小区居民的
参与率和准确率持续提升，在深
圳侨香村等小区形成了“楼层撤
桶＋定时定点督导”的住宅区垃
圾分类 2.0 版本。

目前，深圳开始推行的垃圾
分类 3.0 版本，新增定时定点分
类回收厨余垃圾。 这一模式试行
成熟后，将推广至全市住宅区。

未来，深圳还计划推行垃圾
处理费随袋征收的 4.0 版本，不
断提升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

楼层撤桶能够有效保证
小区楼层间的卫生，避免蚊虫
滋生。 2019 年上半年， 深圳
805 个小区建成“集中分类投
放 + 定时定点督导”的垃圾分
类模式，实行厨余垃圾定时定
点 （每天晚上 7 时至 9 时 ）分
类投放，并招募党员、志愿者、
热心居民、物业人员等作为督
导员。 全市共有 2671 名督导
员在 805 个小区的 2630 个集

中投放点开展现场督导，覆盖
45.2 万户、153 万居民， 平均
每个集中投放点服务约 172
户居民。

目前，深圳楼层撤桶工作
完成率最高的是宝安区。 早在
2013 年，宝安区就在中心区的
小区试点楼层撤桶。 目前，宝
安区楼层撤桶进程已进入白
热化阶段，记者从宝安区城管
局了解到，截至 7 月 16 日，宝

安区 192 个设置楼层桶的住
宅小区中，有 160 个已实现楼
层撤桶，完成率达 83.33%。

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
局表示， 预计到今年年底，这
一模式将推广至全市 3600 个
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这意味
着，很多在楼层放置了垃圾桶
的小区要进行“撤桶”，重新在
小区内选点设置垃圾分类投
放点。

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深圳各区根据实际情
况探索着奖励机制。 2016 年，
盐田区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
生态文明“碳币”体系。 通过

“碳币”服务平台，市民租乘公
共单车、节约用水用电、回答
环保问题等行为都可获得“碳
币”。“碳币”可用于兑换线下
优惠券和奖品。 目前，盐田区
的居民垃圾分类也接入了“碳
币”系统。

在南山区，城管部门以小
区为单位，对支持配合垃圾分
类工作的物业小区给予一定
物质鼓励，不支持配合垃圾分

类工作的小区则被纳入街道
城市管理工作的警告名单。

据了解， 深圳还计划每年
拿出 6250 万元作为生活垃圾
分类激励补助资金，三年总计
1.875 亿元。 激励补助 5000 个
家庭 、1000 个个人、500 个住
宅区及不限定名额的单位，以
更加有效地推行垃圾分类。 其
中，“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资
金补助为 2000 元；“生活垃圾
分类积极个人” 资金补助为
1000 元；“生活垃圾分类绿色
小区” 资金补助为 10 万元
/1000 户， 小区最高补助不超
过 30 万元。

针对激励补助资金的发
放，深圳还出台方案制定了具
体的评定标准：准确分类投放
垃圾每年累计不少于120天 ，
每年参与不少于6次住宅区生
活垃圾分类现场督导、入户走
访或宣传等活动的家庭，可被
评为“好家庭”；全年督导、服
务时间不少于200小时生活垃
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以及
在推动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等，可被
评为“积极个人”。 对于“绿色
小区”和“绿色单位”的考评，
方案则列出了包括集中投放
点、资源回收站等多级指标。

撤桶计划 年底 3600 个小区完成撤桶

奖励机制 小区最高可获 30 万元补助金
三级发力 分类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投放A 集中分类智能投放
定时定点督导上岗

收运B 百余企业分类收运
数字监控实时记录

处理C 建园林式处理基地
助力垃圾高效利用

上线“互联网 +”督导
系统、建设一体化垃圾处理
生态园……深圳垃圾分类
工作升级至“3.0 版本”

●2019 年 3 月 26 日，全国首创垃圾分类
智慧督导平台———“E 嘟在线”。 该平台不仅可
以对督导员的工作状态进行在线督导， 还能远
程指导居民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并将督导
工作进行数据化统计分析。

垃圾分类 深圳模式

●2013 年 7 月 1 日，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事务中心挂牌成立。 这是全国首个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专职机构。

●2015 年 8 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管理办法》施行后，深圳又相继出台了国
内首个垃圾分类专项规划、3 个地方标准和 7 个
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标准体系。

●2017 年 6 月 3 日，发布全国首份《深圳家
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 对家庭生活垃圾分
类中遇到的数十种场景和处理方式进行了详细
解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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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可回
收物

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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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深圳首创

荨深圳盐田区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科普教育基地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深圳大件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拆分大件家具（资料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