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修改刻不容缓

明晰责任人人参与
要让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走向规范有

序， 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 尽管上

海是最早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试点的城市之

一， 但随着社会发展， 法规的滞后性已经

制约了此项工作， 因此对法规进行修改就

显得刻不容缓。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丁伟说， 这次修改的主要思路有五点： 一

是突出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的要求；

二是强化全程分类管理的要求； 三是强化

政府推进垃圾管理的责任要求； 四是强化

社会参与的意识； 五是进一步完善草案文

本结构以及表述的逻辑性。

垃圾分类关系到每一个人。 根据条例

草案，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应当将生活

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不得随

意丢弃垃圾。” 因此， 草案修改稿规定，

单位、 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 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 湿垃圾、

干垃圾混合投放， 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

物、 干垃圾混合投放的， 由城管执法部门

责令立即改正； 拒不改正的， 对个人处二

百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在之前的座谈会上， 市人大

代表潘俭建议加入表彰奖励的内容， 如对

于减少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也要予

以奖励。 市人大代表杭国栋则指出， 现在

垃圾分类的难点在于个人分类， 商务楼宇

和党政机关做得比较好。 他建议加大宣

传， 并考虑参考国外做法， 适当减少街上

废物箱的设置， 养成个人准确分类投放的

习惯。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及部分委员提出，

应当突出市政府在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中的

主导地位和统筹推进的职能； 在区级政府

部门的职责方面， 条例草案只涉及了区绿

化市容部门， 建议补充完善。

经研究， 条例草案对政府部门的职责

作了分工：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生

活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 建立生活垃圾管

理工作协调机制， 综合协调生活垃圾管理

工作中的事项； 市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本市

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推进、 指导和监

督； 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推进循环经

济发展， 协调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制定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资源利用以

及无害化处置的政策， 完善生活垃圾处理

收费机制； 市商务部门负责本市再生资源

回收行业的指导和监督， 落实绿色流通、

绿色消费的政策措施； 市房屋管理部门督

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义务； 市环保部门负责生活垃圾

处理污染防治的指导和监督； 市城管执法

部门负责依法查处违反生活垃圾管理规定

行为的指导和监督。

还有委员提出， 为了切实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的实施，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处置单位应当做到运输设施有清晰、 统一

的标识，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守环保规范，加

强信息化建设，建立追溯机制，接受公众监

督；对于“不分类、不收运、不处置”制度要

进一步研究， 明确后续流程。

为了进一步严格收集、 运输规范， 加

强对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的监督， 条例草

案作了修改。 一是要求运输车辆、 船舶应

当配置在线监测系统， 实行密闭运输， 并

清晰标示所运输的生活垃圾类别标识； 二

是对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垃圾， 收集、 运输

单位有权拒绝接收， 并同时向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由乡镇人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予以处理； 三是管理责任人

发现收集、 运输单位违反分类收集、 运输

要求的， 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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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季张颖

“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垃圾综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 上海
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这样

强调。

如何将垃圾分类这个 “时尚工作” 做实做好， 需要全民参与， 更

需要法治作为坚实保障。 昨天，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

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二审。 垃圾分类中的各种难点问

题如何攻破， 成为代表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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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垃圾分类成为都市新时尚
上海立法拟明确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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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入住“第一课”

学会正确垃圾分类
早上 7 点半， 徐汇区怡桂

苑小区的沈惠芳阿婆穿上印有

“虹梅志愿者” logo 的蓝色马

甲， 定时出现在小区垃圾箱房

的志愿者服务岗位上 。 74 岁

高龄的沈阿婆就住在怡桂苑，

每月轮转三次、 每次早晚饭点

时间按时到岗 1 小时， 指导居

民从源头实现垃圾分类， 已经

成为沈阿婆过去一年多以来形

成的一种生活习惯。

“最初小区推进垃圾分

类， 居民多多少少会有些不理

解， 一方面不知道干湿垃圾怎

么区分， 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这

样的举措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关

系， 不明白湿垃圾为何要在源

头破袋投放。” 沈阿婆告诉记

者 ， 如今 ， 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 小区垃圾分类成效显著，

源头破袋投放也得到了有效落

实。

而这，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虹梅街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综

合治理的多管齐下。 “垃圾分

类工作难点在源头分类投放，

重点在发动居民参与。” 虹梅

街道党支部书记秦文豪告诉记

者， 在虹梅街道， 户籍人口约

2.4 万， 而外来流动人口就有

1 万余人。 “很多新搬来的住

户可能并不知道正在推行的垃

圾分类工作 ， 也不知道怎么

分， 于是利用流动人口信息采

集的机会， 我们针对这类人群

就会普及 ‘第一堂课’。”

针对居民区， 通过入户宣

传 、 志愿者活动 、 “绿色账

户 ” 、 奖品兑换 、 垃圾投放

“红黑榜” 等方式， 激励居民

分类定点透袋投放 。 记者获

悉， 今年实现垃圾分类投放以

来， 虹梅街道湿垃圾收集从原

来的 5 吨/日 到 11.5 吨/日 ，

翻了一倍多。

成效显著的还不止徐汇

区 。 静安区延长小区在籍约

2000 多户 ， 居 住 人 口 超 过

7000 户 ， 是一个房龄老 、 居

住密的大型开放式社区 。 去

年， 延长小区以社区综合治理

改造为契机， 由街道牵头， 拿

出两间房子， 结合干湿垃圾分

类投放指导、 绿色账户积分兑

换服务、 两网协同试点工作，

建成了绿萝环保空间。 在此之

后， “绿萝” 空间又在芷江西

路街道、 天目西路街道进行复

制推广 ， 并升级打造了绿萝

2.0 智能版， 通过全智能化垃

圾箱房的打造， 方便居民投放

垃圾及扫描积分。

截至目前， 静安区 37 万

余户实现生活垃圾分类 ， 占

比达 97%以上 ， 绿色账户累

计覆盖 33 万余户， 并且在全

市率先完成党政机关等公共机

构 “无盲点 ”， 全区 33 家机

关、 591 个企事业单位、 38 个

菜场、 150 所学校、 10 座公园

开展了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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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房

改造 3000余个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

悉， 截止到今年三季度末， 上

海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取得明显

进展： 源头分类实效模式更加

明晰， 定时定点模式得到市民

基本认可； 各区已完成或正在

推进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 其

中松江、 崇明、 静安、 长宁、

奉贤、 杨浦等六个整区域推进

区进展相对较快。 分类实效初

步显现。 数据显示： 全市湿垃

圾 分 出 量 4879.16 吨/日 ，

“两网融合” 可回收物资源化

利用量 971.28 吨/日。

在此过程中， 本市落实垃

圾箱 （房） 改造， 完成 4 万余

个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 完成

3050 个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房

改造， 目前已完成本市任务的

约 30%以上。 分类收运基础条

件同时不断完善 ， 截至 9 月

底， 全市规范喷涂湿垃圾收运

车 537 辆， 配置有害垃圾运输

车 14 辆 ， 已完成节点指标 ；

完成 “两网融合” 回收服务点

建设 2033 个、 中转站建设 48

个， 两网融合市场基本形成，

全市各区已通过招标完成区域

内 “两网融合” 主体企业， 现

有主体企业约 11 家。

据介绍， 下一步， 上海将

加快末端设施建设。 “计划今

年开工的所有项目力争年底前

实现开工， 并根据项目难点分

类施策。 一是确保设施建设进

度， 强化督办督导机制， 实现

2020 年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目标。 严格落实项目属地政府

和建设主体责任制， 督促市、

区两级建设主体按进度推进设

施建设。 二是加大湿垃圾处理

设施的推进力度 ， 实现 2020

年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7000

吨/日， 并在设施建设进程中

强化技术探索。” 市绿化市容

局环卫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透

露， 到 2019 年， 将基本实现

分类湿垃圾的规模性资源化利

用， 同时加快湿垃圾产品在林

地和绿地中的应用。

在此基础上， 本市还将完

善分类运输监督。 加快建立双

向监督机制， 开展分类投放、

分类驳运、 分类收集、 分类运

输、 分类处置等五个环节的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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