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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上岗满月记

“让垃圾分类成为一件分内事”

7月1日，首批“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上岗，其中有关
注垃圾分类近一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蔡雪瑾，以及多年沉浸垃圾分类
工作的社会公益组织负责人李磊和杨园。这个月，他们通过走访不同
社区、讨教专业人士、身体力行地体验等方式，不断提升自我。同时，
他们欣喜地看到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浮现出一些问
题，并相应提出建议、调整工作重心。

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当人们意识到垃圾分类的意义和价值后，
他们大都愿意去做。尽管存在不得法的情况，或是一些盲区，但这也
在逐渐得到改善。 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在外宣传垃圾分类回到家后，我也得逼着

自己在家做好垃圾分类。点了宵夜后，我也要

面对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我要怎么处理垃圾

的问题?我把自己作为“用户”来体验，就可以以

同理心来发现痛点。

成效初显 从源头宣传到末端处置
《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颁
布，引起了社会组织发起人李磊的关
注，他把组织名改为“益社”，并且定
位于“可持续发展”社会议题，并进一
步结合到“垃圾分类”工作。同样对
此报以关注的，还有电台《直通990》
节目主持人蔡雪瑾。同年，上海的六
个区被确定为“垃圾分类”先行试点
区。去年8月，电台与绿容局及其他
媒体策划了一档名为《垃圾分类听民
声》节目，邀请试点区区长和居民共
话垃圾分类。6次节目后，主持人蔡
雪瑾开始关注垃圾分类。出于对生
活垃圾一贯的跟踪报道，电台于今年
3月新创了一个全媒体直播品牌：《小
通带你分》，蔡雪瑾便自然地接过这
份工作，走访了14个社区。

这一阶段的节目较为注重垃圾
分类的源头工作，因此重点在于普法
和宣传。同样，社会公益组织也在宣
传上加足马力。比如由“愛易”华丽
转身成为专业化社会组织的“上海虹
口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就在负
责人杨园的带领下，为市民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7月1日，《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我们
发现实际效果比想象中好得多，无论
是在市民的参与度、理解度,还是配
合度上，其中也包括之前被认为会较
难开展工作的租客。”

一天晚上十点多，杨园到附近
小区检查垃圾分类情况，看到两个
小姑娘向她走来。原来，她们八点
准备下楼扔垃圾时，被邻居告知现
在扔垃圾要做到定时定点，她们已
经错过。得知监督员会在晚上十点
来到小区，她们就想主动学习垃圾
分类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走访过程中，蔡雪瑾也会提醒小
区不能“一刀切”，垃圾桶“说撤就撤”。

“每个小区情况不同，要加强宣传，循
序渐进地推进垃圾分类，以免引起居
民的反感，也很难开展后续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市民对垃圾分类
工作的重视，大家对于中端运输和垃
圾分类非常关注，因此我们从7月开
始调整节目重心。”当收到市民关于
垃圾混放情况的来信和留言，蔡雪瑾
就会把信息提供给物业公司、房管
局、城管，并与他们去做相应核实，在
节目中做出反馈和解答。身为监督

员，她认为这也是一份责任。
由于对垃圾分类后期处理存在

疑虑，一些人不愿配合。于是，有的
居委会书记就会组织起小区里这样
的居民，前往垃圾分类后期处理现
场。“约八成的居民告诉我们，一定
会做好垃圾分类，因为现场过于触
目惊心。”垃圾的气味、容量及后期
处理情况，让人震撼。蔡雪瑾认为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直观地告
诉大家，如果现在不去解决垃圾分
类问题，未来不堪设想。

此外，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做出
改进。比如中端运输车的车辆设置
了四种分类车身标识别，便于市民
更好地监督中端运输环节是否存在
混运。

但是，上海目前对于垃圾的处
置能力有限。“这就要形成一种循
环：做好源头减量，相关工作又回到
了市民端口。”比如不使用一次性物
品、避免过度包装、少点外卖等。“现
在大家对源头分类都比较了解，如
果再加上源头减量，那么保洁人员
二次分拣的工作及垃圾分类的后续
处置工作也能做到减量。”

问题浮现 垃圾分类，最终是人的问题

[“满月监督员”感言]

“我们发现，大家对垃圾分类
的一个中间环节还是比较模糊的，
就是垃圾从垃圾箱房转运到环卫
车辆上，当中还要经过一个短驳
点。这一步并非政府处理，往往是
物业公司。”有些物业公司聘请的
保洁人员对垃圾分类还不够了解，
所以他们一旦混运、装错，很容易
被市民发现。

同蔡雪瑾一样，杨园认为物业是
否配合，非常关键。有的物业公司专
门成立了垃圾分类小组，要求所有员
工都要关注垃圾分类，做好宣传员、
清洁员。开会或培训时，这些物业经
理都会自己到场，而不指派他人。“但
是，物业公司毕竟是市场化的营利公
司。他们要为垃圾分类工作支付额
外报酬、加派人手，出钱出人出力。
如果没做好，还会收到比个人高得多
的罚单。”杨园呼吁制定一些鼓励制
度和政策，比如增加年底的达标奖
励，对关注公共权益的小区可以做出
一些倾斜等。

在小区里，蔡雪瑾认为可以借助
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原本为了防止偷
盗、解决行车擦碰纠纷而设立的智慧
公安系统，也可以用来监督垃圾分

类；用好带有二维码的垃圾袋，追溯
源头。当然，如果有人屡教不改，那
就要采取必要的处罚手段。“未来我
们希望志愿者逐步撤出，不再采用盯
人战术。”

杨园则建议加入酵素工坊和“沤
肥”区域，以可视可学可玩的方式加
强垃圾分类宣传。对于年轻人，她将
会组织义卖、二手市场、断舍离课堂
等，从源头减少垃圾。

至于楼宇里的年轻人，李磊认为
能够做的事还有很多。“我意识到楼
宇垃圾分类还存在很多空白，甚至是
监管的空白。这是上海这样CBD聚
集城市的必然挑战。”目前，他会为年
轻人开展轻松愉快的、类似综艺节目
的活动，理解和关注他们的行为和心
理。对于物业，他积极开展垃圾分类
培训，讲解有关法律条例，个人罚款、
企业罚款以及信用记录的影响，还以
真实案例提出了目前写字楼和商场
未来分类过程中会遇到的雷区。他
希望能够在前期研究和活动的基础
上尽早提出建议，甚至形成可复制的
楼宇垃圾分类办法。

杨园还发现，有的企业和物业过
于关注中后端，比如花费不少钱购买

统一的垃圾桶。“那旧垃圾桶，不就成
了垃圾？这和垃圾分类的初衷背道
而驰。”

“其实垃圾分类是人的问题。”听
闻“垃圾分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接
下来不必再投入这样强大的力度”，
杨园并不赞同。“垃圾分类早在二十
年前就开始宣传。上海三千万人都
要参与，都要做好，这必定不容易，也
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垃圾分类的
宣传要持续长久，深入人心。

尽管垃圾分类具有强制性、严
肃性，人们必须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态度上的转
变。一位阿姨曾告诉蔡雪瑾，如果
现在马路上有人摔倒，大家都会去
扶他起来，因为思想观念上觉得这
是应该的，是在做好事。如果有一
天，人们对于垃圾分类也持有相同
看法，觉得没有做到就很难过，那我
们可能就把这件事做好了。这番朴
实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蔡雪瑾，也
被她常常挂在嘴边。“垃圾分类是全
民运动，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如
何让大家从知情，到认可，到参与，
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正是我们
在做的事情。”李磊补充道。

出于工作使然，我本来就会观察其他区域

垃圾分类的举措；但当时我仅仅是以旁观者的

角度。现在，我不仅观察得更加仔细和深入，还

会提醒自己主动拍下照片，汲取长处，学以致

用，并且尽可能多地向外推广。

对我来说，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原来我也不注意外带餐食的干湿分开，

现在我不仅会把垃圾分好，还会先把盒子冲

干净再丢弃，比原来多了好几个步骤。我觉

得身为监督员，如果自己都没做好，就没有资

格监督别人。我还会督促身边的同事和家人

都做到垃圾分类。

李磊

蔡雪瑾

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