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得有一张杭州银行卡

垃圾打包后，将银行卡塞入
机器的插卡口，在显示屏上
选择“垃圾回收”的种类，机
器就会吐出一张条形码

将条形码贴在打包好的垃
圾上，按指示投进回收箱

专人定期清理回收箱，根据垃
圾的种类重量转换成积分，打
入条形码对应的银行卡

凭积分，居民可以兑换所需
要的商品

（使用了银行卡，垃圾分类自然实现了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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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了垃圾如何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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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价值数千元的热门智能手机，
一边是最终归宿为垃圾桶的垃圾，两者能
画上等号吗？

今年3月，杭州下城区在朝晖街道稻
香园、华联、应家桥等3个社区推出垃圾分
类智能回收平台。居民可通过向智能垃圾
分类回收终端机投放各种废旧物资获得积
分，积分可以换实物。为鼓励居民参与，该
平台还推出了季度奖和年度大奖。

近日，3个社区的3个季度奖冠军新鲜
出炉，这3个季度奖冠军每人获得智能手
机一部，而3人中的“积分王”是浙江工业
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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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电视上播放公益广告，会有一些关于垃圾
分类的提示，但总是一晃而过，而且对于自行实施分类
的指导性感觉不是太强。

笔者所在的小区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回收一次垃
圾，一辆敞口的卡车，没遮没盖，把各家各户放在垃圾
桶里的垃圾往车里一倒就拉走了，刺鼻的气味直冲上
几层楼高。传说中的分类垃圾车则从来没见过。

走在街道上，发现许多垃圾箱都换成分类的了。
一个桶写着“可回收垃圾”，一个桶写着“其他垃圾”，这
种分类让人感觉有点模糊，仔细一看，在桶上确实也写
有可回收垃圾包括什么什么之类，但字体很小，又有谁
会没事凑那么近去观察垃圾桶呢？于是几乎所有的两
种垃圾桶里并没看出分类的痕迹，多数人是怎么顺手
怎么丢。

日本的主妇是垃圾分类高手，一个饮料瓶，可以拆
成好几部分，分置不同的垃圾分类中，孩子耳濡目染，
从小就习惯了随手把垃圾分类。小学生喝完纸盒装牛
奶，要先把牛奶盒洗干净晾干，再把牛奶盒用剪刀剪
开，叠得整整齐齐统一交给工作人员回收。而我们的
小朋友呢？

目前的垃圾分类，政府方面是已经把硬件建起来
了，而且建得不错。但提高民众素质，指导民众如何区
分不同种类的垃圾，这种软实力还没跟上来，以目前的
状况来看，任重道远。

日本社区、街道、公路的干净程度，在亚洲甚至世
界范围内都名列前茅，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日本近乎

“变态”式的环保理念，尤其是垃圾分类的先进程度关
联甚密。

在日本的大街小巷，无论空间多狭小拥挤，你总
能发现标志着不同回收类型的一排垃圾箱；无论日本
人的生活节奏有多匆促，他们在对待垃圾处理的行动
上，绝不会因为着急而产生丝毫的怠慢。

立法支持 严苛分类

日本的垃圾最大分类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
类、粗大类和有害类，这几类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
比如可燃类包括可以燃烧的橡胶制品、剩菜剩饭和一
些可燃的生活垃圾，但不包括塑料；资源类垃圾还具
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
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有害类则是指存
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
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包括电池、荧
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等。

“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类别有那么几种我觉得还
可以接受，但日本有些城市要求将垃圾分为几十种。”
旅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林萍说。

资料显示，前几年横滨市已经把垃圾类别由原来
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
的手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很多条款极其繁冗：
口红属可燃物，但用完的口红管属小金属物；水壶属
金属物，但12英寸以下属小金属物，12英寸以上则属
大废弃物；袜子，若为一只属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

“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旧衣料；领带也属旧衣
料，但前提是“洗过、晾干”。

自从1970年出台了首部关于垃圾处理的法律，
至今日本已制定了4部垃圾处理专门法和一部全面
修正法。日本《废弃物处理法》规定，如果日本市民违
反规定乱扔垃圾，将会被警察逮捕并处以罚金，公民

依据法律有权利监督举报乱扔垃圾者。
“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每个地方都有自

己的规定。有的地方比较宽松，只分七八类，有的地
方则要分20多类。”林萍说。

养成教育 深入观念

事实上，日本的垃圾分类教育深入国民观念。从
儿时起，家长就教会他们垃圾必须自产自销，有些学
校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去垃圾焚烧厂参观，同时开展资
源回收再利用的创新实验课，让孩子从小有意识地将
这些废品垃圾变废为宝，不仅激发了孩子的创新潜
能，实践了课堂知识，更让国土狭小、资源紧张的日本
的环保事业有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补充。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每一个大人都在为垃圾分
类做着现实行动上的榜样。平日里，几乎看不到随地
乱扔垃圾的日本人，他们通常是把垃圾放进包里带回
家再分类处理掉。日本的女孩子外表极其精致、干
净，可你翻开她们的包包，会惊讶地发现，里面除了化
妆品之外，还有购物小票、空瓶子等垃圾。有时候一

张面巾纸会被反复使用，用完之后会被捏成团，放进
包里。背着奢侈品包里面放的却是垃圾一点儿也不
夸张。”林萍说。

“在日本如果你不好好实行垃圾分类的话，你会完
全受不了人们自发对于乱扔垃圾者的强烈鄙视，这是一
种道义上的惩罚，不仅面子全无、特别丢人，甚至会感觉
无法在群体中生活，所以这种力量也是养成日本人好习
惯的重要法宝。小朋友看见他们的家长和他所能够看
见、接触到的大人，都在一丝不苟地履行垃圾分类的职
责，那么，榜样随时在身边，他们就不可能不养成优良的
垃圾分类的习惯了。”旅游卫视主持人杨旸说。

“我们去日本做节目的时候观察过别人扔牛奶盒
的过程。看上去一个简单的饮料瓶子，在中国可能只
随手一扔就完了，但是在日本，需要很多个步骤才能
符合扔弃标准。首先要把剩余液体喝光或倒光，再用
水简单地进行冲洗，然后把瓶盖拧开，把外面的贴纸
塑料剥开，踩扁，等到‘资源垃圾政府统一回收日’的
时候，拿到指定地点扔掉，或者丢到商场、超市等地方
专门设置的塑料瓶回收箱内。如果是牛奶盒子的话，
还必须沿着压折线铺平成四方形状。”杨旸说。

今年3月底开始，杭州市下城区在朝晖街道的3个
社区推出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平台，居民只要拥有一张
杭州银行的银行卡，就可以通过回收饮料瓶、电池、废
弃电子产品等获取积分。3个多月下来，季度积分最
高的居民可以获得一部智能手机，年度积分最高的居
民还将获得一辆汽车的5年使用权。

据了解，这种智能回收平台的研发公司负责人就
是杭州“最美司机”吴斌的姐姐吴冰心。吴冰心已经
将该平台申请了专利，并以吴斌的名字命名，她希望
以这种方式去践行姐弟俩原本想要做环保志愿者的
约定。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后台监控数据，居民使用的
积极性非常高。”吴冰心说，截至目前，3个社区的总积
分达到了1474025分，超过300户家庭使用。目前，负
责运营的公司正在探索积分的多种用处，比如可以在
餐馆、便利店等商家用积分直接消费。

垃圾能换智能手机，还能换汽车？

介绍“积分王”王杰之前，得先说说垃圾是怎样兑
换成积分的。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平台依靠的是智能
垃圾回收平台终端机。机器有三个口袋，一个用来投
放小物件的废品，如废电池、废U盘、废摄像头等，一
个专门投破灯管，还有一个口袋投废玻璃瓶。

居民把垃圾打包后，将有积分功能的银行卡塞入
机器插卡口，在显示屏上选择“垃圾回收”的种类，机
器就会吐出一张条形码，将条形码贴在打包好的垃圾

上，按指示投进回收机就可以了。接下来会有专人定
期对回收机进行清理，根据垃圾的种类重量转换成积
分。

积分累计后，就能换取实用物品：无色玻璃瓶
每公斤兑换 20 分，啤酒瓶每公斤 30 分，1 个塑料
瓶 10 分，报废的 U 盘每个 1350 分，没用的手机充
电器每个 1350 分，报废的手机电池每个可兑 1650
分……

王杰之所以这么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起因是之前
垃圾没分类被社区批评了。

社区实行垃圾分类，每户分发的绿色袋子专门用
来装厨余垃圾，王杰有时不注意，把其他垃圾也扔在
绿色垃圾袋里。后来居然接到了社区的电话，提醒他
注意。“原来每个垃圾袋上都有编码，可以知道是哪户
扔的，而社区也有专人会查看。”王杰说。

正在以垃圾分类为题目撰写毕业论文的王杰突
然意识到身边的变化，并得知了垃圾换积分的活动，
于是把自身的经历和社区的做法也加在了论文里，并
开始参与垃圾换积分活动。

王杰的论文题目是《中日都市垃圾分类对比》，日
语专业的他论文也全部是用日文撰写。“之所以以这
个为题，是因为去年的一次日本旅行。日本的垃圾分
类已经做了几十年，垃圾分类工作可以说十分细致入
微。老百姓也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习
惯行为。”他说。

王杰说，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是中日
在垃圾分类上的巨大差距，但是这次参与垃圾分类换
积分活动让他看到了希望。“其实真的不难，如果说一
开始是奔着手机去的，3个月下来我多了一个意外收
获，那就是垃圾分着分着变成习惯了。”

根据回收机的研发运营方——杭州郎盾科技公
司后台监测显示，截至目前，3个社区的参与家庭超
过300户。回收的垃圾中，占比最高的是对环境影响
最大的塑料制品和玻璃瓶，两者合计占比达88%。

相关工作人员说：“从参与家庭的数量上看，其
实参与度还是比较低的，问题还在于累计兑换积分
需要插入杭州银行卡，有些居民不太会使用，也怕
银行卡里的存款与积分混淆，所以我们下一步会制
作专门的积分卡，让积分更方便，也希望有更多家

庭能参与进来。”
“居民可以拿积分兑换人民币或换取礼品，还可

以冲击月度、季度、年度大奖。”郎盾科技公司负责人
说，为了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他们准备了12
部智能手机作为4个季度的季度大奖，奖励每个季度
3个社区的积分王。

不过已经拿了手机的季度积分王就不能参与下
季度的评选了，但是仍可以冲击年度大奖——一辆汽
车的5年使用权。

垃圾贴上条形码 根据种类换积分

机器使用3个月 参与家庭超过300户

开始冲着积分去 现在已成了习惯

智能垃圾回收机助力环保

从 3 月正式启动至今，不过 3 个多月时间，王杰
的积分已经有15万余分，比第二名高出两倍。这样
高的积分是怎么获得的，他真有那么多垃圾吗？

记者来到了王杰租住在稻香园的家，在他的厨房
里，我们看到了3个不同的储物装置。一个挂在墙上
的纸袋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塑料饮料瓶。一个绿色环
保袋，这是社区分发的，专门用来装厨余垃圾。还有
一个垃圾桶，里面投放除上述两类之外的其他垃圾。
这样的垃圾分类方式，王杰已经坚持了3个月，而塑
料瓶每积累到一定数量，他就会投放到智能回收终端

机里换取积分。
王杰说，光靠积累塑料瓶可是积不了这么多分

的，高分秘诀就在于他的电子产品垃圾特别多。
一个废旧鼠标就能兑换1350分，10个就有1 万

多分了。“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好多搁在抽屉里的电
子垃圾，用坏的鼠标、不用了的手机充电器，还有旧
手机电池、坏的 U 盘，合起来有好多。”王杰不仅找
出自己的旧垃圾，还将同学、朋友们的废旧物品也
搜罗了过来，加上玻璃瓶、塑料瓶，这分数就嗖嗖地
往上涨了。

3个月累计15万余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人民网等）

日本：严苛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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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司机”的姐姐
践行环保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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