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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们老师讲垃圾分类还
没有你讲得好，你能去学校给我们上
课吗？”杨园接到儿子的邀请，备受鼓
舞。相对社会对她投来的感谢，儿子
的这句肯定让她觉得这么多年的辛
苦付出没有白费。这也让杨园意识
到，在未来，他们能为垃圾分类做的，
还有很多很多。

在杨园看来，垃圾分类在根本上
其实依赖的是大家生活习惯的养成，
而学校的食堂是最佳的实践地。在
明年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会议上，作为
虹口区的人大代表，杨园想要提议
——学校每天中午应在食堂设立垃
圾分类的课，比如喝完的牛奶盒在现
场就清洗干净，压扁进行分类；干湿

垃圾分开丢弃等等。
“如果有哪个学校愿意在食堂给

学生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我们愿意
无偿到校免费指导，21天养成一个习
惯，我们愿意21天都提供指导。”杨园
表示，他们已呼吁多年，希望越来越多
的学校可以参与进来，“学生需要这样
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非常深远。”

依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从今年7月1日开始，上海将进
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很多人对此
表示怀疑，杨园却很乐观。从2013
年尝试推广至今，7年时间里，她看到
了人们真实的改变，她相信实现垃圾
分类是一条长路，也是城市发展一定
会走的一条路。她期待着，努力着。

上海首家垃圾分类事务所满月记：

居民从拒绝参与到主动上门体验
很多年前，杨园交给儿子一项丢垃圾的任务，她远远地看着儿子拿着灯管，久久地站在一排垃圾

桶前不知所措。杨园走上前告诉儿子，灯管是有害垃圾，应该扔在有害垃圾桶里。当他揭开盖子，抬
起一张充满疑惑的脸，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这里都是纸壳子呢？”

从那时起，杨园就再也没把垃圾分类和自己的生活工作分开。2月18日，上海虹口新时尚垃圾
分类事务所成立。转眼一个月过去，事务所有哪些举措？还将有什么“大动作”？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独家专访“掌门人”杨
园，讲述这些年人们关于“扔垃圾”方式的转变。 青年报记者 李金哲

“垃圾分类？什么垃圾分类？我
扔垃圾为什么要给侬看？”推广垃圾
分类，杨园总碰钉子，她已经习惯了。

2013年的上海，人们对于家中
闲置物品，很少会有交换再利用的概
念，更别说垃圾分类了。

不用的废物谁会稀罕？更多是
被直接丢弃。两位从加拿大回国的
朋友同杨园说起这事，觉得十分可
惜：“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很少见
有年轻人喜欢的跳蚤市场，也没有旧
物回收再利用的概念，这些被遗弃
的，完全可以再利用。”

这个疑惑，也激起了杨园的兴
趣。如何把废旧物再利用？早在
2012年，上海虹口开出了第一家以

“调一调”为名的交换商店。杨园的
这两位加拿大归国友人不是别人，正
是“调一调交换商店”的店主。因为
少见，“旧物交换”一时间成了媒体争
相报道的新时尚。人们对家里的旧
物件开始重新思考：“你不需要的，也
可能是别人心仪的。”

基于旧物交换的环保理念，杨园
提议，不如大家一起来办个跳蚤市
集。“爱易（I Exchange）”低碳易物公
益市集，就此成立。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把交换的日
子挑选在周末，通过微博招募，免费为
大家提供场地。让杨园想不到的是，
旧物交换，竟吸引了大量前来“寻宝”
的摊主和市民。“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
交换，他们把家中闲置的玩具、衣物拿
出来，同时也在其他摊位寻找有使用
价值的物品。”杨园也参与其中，她利
用家中闲置的一部金庸小说，给儿子
换了一套九成新的乐高积木，自己还
收获了一条新款H&M的裤子。

这些事回忆起来，杨园依旧兴奋
不已。变废为宝，让她亲身体会到了
其中的快乐，更令她感到欣慰的是，

人们开始积极投身低碳环保的行动
的改变。

这一做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四川
北路公园，到凉城路公园，他们把易物
活动一连摆遍了整个虹口区的公园。

旧物交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杨
园没有感到满足，相对来说，以物易
物并不能从源头上减少废旧物品的
数量。生活垃圾的不断增加，势必会
为城市的发展发出挑战。如何减少
垃圾，并使其变废为宝？或许借鉴成
熟的垃圾分类经验是个好办法。

对于“垃圾分类”，早先很少有市民
理解，就连杨园也是一头雾水。于是她
跑到中国台湾慈济去学习，还从日本朋
友那里讨教经验。他们仅塑料瓶就有
好多种分类的方法，瓶盖、瓶身、商标都
需要分开投放。这让杨园颇为感慨，
原来垃圾分类是一件如此深奥的事。

2015年，杨园正式辞职，全权接
过爱易的管理运营工作。在她的带
领下，上海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将注
意力全部聚焦于低碳环保领域，并联
合虹口各社区配合上海市政府积极
推进实施“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
类要先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倡
议，建立垃圾分类绿色账户，鼓励社
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两年宣传推广下来，杨园发现收
效甚微。于是他们改变原来单纯的
讲座宣传形式，把公益手工DIY低碳
环保和垃圾分类糅杂在一起，在活动
中灌输理念。鼓励大家使用手帕、将
废旧毛衣重新编织寄给山区……小
爱变成大爱，从2017年到2019年，2
年时间爱易在整个江湾街道开展公
益进社区活动达300场。

然而，多年从事垃圾分类，爱易作
为社会组织，其资金缺乏、人力薄弱、
专业度不高等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它
急需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重新出发。

2019年2月18日，爱易在上海
民政局的培育下，于虹口区江湾街道
正式揭牌成立全市首家专门从事垃
圾分类活动的专业化社会组织——
上海虹口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虹口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
杨园作为虹口区街道代表聆听了习
总书记对于垃圾分类做出的重要指
示。习总书记表示：“垃圾分类就是
新时尚。”如今虹口区新时尚垃圾分
类事务所成功落地，吸引了大量市民
前来参观体验。这也是杨园所期望
的，愿这股“新时尚”之风，吹进千家
万户。

既然是新时尚，必然就有新玩
法。一直以来市民都有疑惑，真正的
垃圾分类应该是如何做的？有没有
展示的空间？居民提了要求，就不能
不满足。杨园和欧阳路街道办事处
商量后，最终在欧阳路上设立出了首
个垃圾分类的微体验馆。

“第一，我们想让居民知道垃圾
去哪了；第二，居民们可以亲身体验
垃圾的处置方式；第三，我们把循环
经济的理念也放了进去。”杨园告诉
记者。

国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边角
料如何再利用？警服如何变成日常
用品？杨园一一向居民展示。很多
人感到惊讶，原来国旗抽出的红色丝
线还可以变成衣物；边角料可以用于
车辆的防震防护；警服摇身一变，竟
然可以变成文件袋。

这些让人出其不意的灵感来源
于一次难忘的对话。一位70岁的老
先生告诉杨园：“小杨你知道吗，我们
做旧衣物回收，这其实是大家曾经都
丢弃的垃圾，但我们就要化腐朽为神
奇。”化腐朽为神奇，杨园不断在内心
重复这句话，这不正是她坚持做垃圾

分类的意义所在吗。在老先生的设
想下，垃圾经过回收再利用，变成了
一件件新的包装物。此前提到的文
件袋就是其中之一。

自变身成为事务所，杨园发现，
垃圾再利用这项技能更强大了，把设
想变成现实更可行了。很多时候杨
园苦于只告诉了居民垃圾分类的前
端——如何分类，却始终没办法告诉
居民，垃圾去哪了，又变成了什么。
现在她终于可以拿出成品了。

前端他们和社区合作，把垃圾分
类落实，后端他们和企业、高校进行
合作，形成更专业的合力，让居民们
把垃圾分类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

如今，虹口区新时尚垃圾分类事
务所已成立一个月时间，在宣传上取
得了哪些成效呢？杨园表示，最明显
的感觉是，从前总被嫌弃，如今大家
都会主动来请教。

“企业是从来不会接待我们的，
他们总觉得垃圾分类不会临到他们
头上，现在情况发生了180度转变。
因为法律政策的颁布，他们必须得参
与进来。不同于企业的被动，政府部
门则是积极响应，他们是下定决心要
实现垃圾循环利用，前端抓居民垃圾
分类，后端抓企业回收再利用，两手
都要硬。而改变最大的则是社区的
居民，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垃圾分
类，拒绝分类，到现在在思想观念上
转变成全力的支持，肯定垃圾分类是
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虽然实际行
动的只占5%，但已经是个很大的进
步。”

杨园很明白，垃圾分类更需要的
是后端利益的倒逼，企业参与进来，
凭借利益驱动就会要求前端实行垃
圾分类。如此算来，实现垃圾分类还
需要走非常漫长的路。

投身环保7年
从旧物交换到专注垃圾分类

事务所成立30天
吸引市民前来参观体验

呼吁“21模式”
让垃圾分类走进学校食堂

志愿者为小区儿童讲解垃圾分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