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加凸显养

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一枝一叶总关情。早在去年6月，

习主席就强调指出，实行垃圾分类，关

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

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

体现。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

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会有垃圾产

生。过去我们大多通过焚烧、填埋的方式

处理垃圾，这种粗放的处理方式，造成诸

多弊端，多年前的一部纪录片已让人们感

受到了“垃圾围城”对环境的危害。在倡

导绿色发展的时代，垃圾分类是减少污

染、改善环境、节约资源的重要一环。

垃圾分类是新鲜事吗？

其实也不是，各种颜色的分类垃圾

箱，早就在部队各营区摆放。我们对垃

圾分类的理念并不陌生，观念输入和价

值倡导也已开展多年。

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

方案》出台。很快，全国46个重点城市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此后，军委有关部门出台配套意见，

要求军队营区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如今，驻国家实施垃圾分类制度的46个

重点城市的军队营区，已逐步实现与驻

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有效衔接。

培养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即是为

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也是为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垃圾分类一小步，健康生活一大

步。当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垃圾分类

的生活好习惯，并将这种“素养”转化为

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自觉行动，垃圾

分类才能由“盆景”变成“园林”，进而汇

成一片“森林”，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带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据最新消息，2020年全国46个重点

城市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至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

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与此同时，军队相关工作也在全面

推进。今天，在一些驻地专业化社会保

障基础较好的地区，部队单位委托具有

专业资质的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上门服

务，根据可回收的品种和数量，集中分

拣打包，实现垃圾资源化处理。

卫生、节能、低碳、环保……绿色理念

是文明健康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做好垃

圾分类，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是社会治

理的大事，需要军营“你我他”共同参与。

垃圾分类，引领文明健康新时尚
■本报记者 陈小菁

春节前夕，军委机关相关部门在调研
论证、专家咨询、军地衔接的基础上，对军
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作出全面筹划部
署。为此，记者专访了军委后勤保障部军
事设施建设局负责人。

记者：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在全国进展

如何？

负责人：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国家高
度关注的“关键小事”。2016 年底，垃圾分
类制度研究推行，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
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
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随后，全国 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先行先试，取得积极进展。上海、厦
门、深圳、宁波、广州、杭州、苏州、北京等城
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居民小区数，
已达 70%以上。截至目前，134 家中央单
位、各省直属机关已推行垃圾分类；46个重
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逐步建立，配
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 5000辆，有害垃

圾分类运输车近千辆，各重点城市加快推
进处理设施建设，满足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同时，各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入户宣传，覆盖家庭超过 1900万次；参与志
愿者累计超 70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对 46个重点城市的入户调查结果，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家庭，同比提高11.4%。

记者：推动军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总体思路是什么？

负责人：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阶段性
目标要求，军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总体思路包括以下方面。

明确目标，走在前列。以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走在全社会前列为目标，军队各级
机关、基层部队等单位带头执行垃圾分类
要求，结合驻地城市垃圾分类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情况，因地制宜、分批推行，具
备条件的军队单位先期启动，配合属地率
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实施垃圾分类
需要广大官兵和军属积极参与，通过在军
地相关媒体加强宣传，聘请地方专业人员
和志愿者到营区宣讲，印制通俗易懂的宣
传资料向官兵发放。

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按照国家阶段
目标时间安排，选择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
典型营区建成垃圾分类示范营区，总结积
累经验，指导其他单位学习借鉴、稳步推
开，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逐次推进的
垃圾分类工作格局。

纳入属地，融合发展。军队单位生活
垃圾分类，是整个城市垃圾全流程处理的
第一个环节。要积极落实驻地政府属地化
管理要求，及时与社区、街道搞好协调对
接，军地协同推进。

军队特色，实干为先。发挥军队单位
统一号令、组织力强的特点，指导各级机关
和基层部队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实行
部队营连分区管理和居委会分工负责相衔
接。

记者：请问军队垃圾分类的实施范围

是什么？

负责人：国家统一部署：2019 年起，全
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计划到 2020 年底，46 个重点城市基
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 2025 年，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

军队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分 3
个层级实施：第一个层级是驻国家 46个重
点城市的军队单位，要在今年底落实营区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要求；第二个层级是驻
地级城市的军队单位，要积极配合驻地政
府统一部署，按照 2022年、2025年两个时间
节点，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第三个
层级是驻其他地区的军队单位，要求以团
以上机关、院校、科研和医疗单位等为重
点，因地制宜稳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记者：近期军队单位垃圾分类将抓好

哪些具体工作？

负责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
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让官兵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推动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军营建设。

近期，主要是筹划实施以下措施：
印发宣传图。充分借鉴上海、厦门等

地经验，设计印制适合军队营区张贴的垃
圾分类宣传图，下发军队单位宣传。编印
指导手册。按照垃圾分类操作规程，编印
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印发营区管理人员学
习理解。宣讲教育课。各单位主动协调驻
地政府部门，邀请专业人员、志愿者到部队
进行垃圾分类宣讲。组织军地对接。在部
分重点城市召开军地协调对接会，了解驻
地垃圾分类要求，对接军队垃圾分类需求，
加强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建设示范营
区。选择一批驻重点城区的军队营区，更
新配齐垃圾分类设备，引导官兵、住户落实
分类投放，协调驻地实行分类收集和运输
处置，理顺垃圾分类流程。

记者：下一步，做好军队垃圾分类工作

有哪些重点措施？

负责人：跟进工作部署。联合国家部
委、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进一步部署明确军
队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关要求。搞好
顶层设计。结合部队自身特点，论证拟制
军队单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明晰方法步骤和任务分工。部门协同
推进。开展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部队管理、军需、军事设施建设等各业务
系统密切配合，军委机关相关部门将联合
行动，强化垃圾分类工作指导和管理，合力
统筹推进。完善配套保障。开展宣传教
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健
全军地协调机制，在设施配套、志愿服务、
监督执行等方面携手推进；细化营区管理，
将垃圾分类管理绩效统筹纳入营区正规化
考评、物业管理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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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
先行”……

春节前夕，记者走进上海警备区
长宁第四离休所，显眼处悬挂着推广
垃圾分类的宣传横幅。

看着居民们准确地将不同垃圾
投放到分类垃圾箱内，85岁的垃圾分
类志愿者——戚道纶阿姨，脸上露出
了微笑。

早在 2018年，针对部队小区老干
部群体参与度高的特点，驻地街道居
委会便把干休所列为驻区部队代表
参加垃圾分类试点，通过军地共管共
治试点模式推动垃圾分类，为其他部
队小区做示范。

这个干休所的 200多户居民，大
多是离休干部。刚开始施行垃圾分
类时，居民们对垃圾分类政策能够理
解、支持，但在改变旧习惯时，思想时
常“转不过弯”来。

“起初，我们挨家挨户敲门发宣传
册、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大家都能接
受这一绿色理念。”干休所所在的程桥
一村居委会主任陈琦说，居民们起初
在具体实践垃圾分类时，经常会以“不
会辨别垃圾成分”“不了解后续处理措
施”等为理由，让这项工作大打折扣。

对有些居民来说，做好垃圾分类
是件“麻烦事儿”。“比如，有人图方便
混装垃圾，我们在旁耐心叮嘱，他们却
面露不悦；再比如，湿垃圾需要居民自
行用手投放，许多居民怕脏手不愿落
实……”干休所保洁员李邦廷说，垃圾
分类刚开始推进艰难，垃圾分拣的工
作基本都是由他和同事们完成的。

让良好习惯走进人们内心，从观
念认同到行动实施，从支持到理解再
到主动参与，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干休所与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一
起，通过讲座、积分兑换等方式开展宣
传，发动群众的力量，提高大家的参与
意识；进一步明确分类标准，掌握正确
分类投放方法，提高分类投放正确率。

最初，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

者不多。干休所便与街道居委会密切
配合，与附近小区党支部开展共建，建
立了一支由居委会、部队官兵、老干部
共同组成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

戚道纶阿姨是干休所一位老干
部家属，也是主动承担垃圾分类的一
名志愿者。

每天早上 7时至 9时，她都会来
到集中投放垃圾箱旁，细心指导邻里
垃圾分类投放，有时遇上不明白分类
的居民，她都微笑着走上前讲解分类
意义，并现场帮忙分拣。

她的热心和爱心感动了邻里，大
家渐渐认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纷纷加入垃圾分类的队伍。
“以前扔垃圾时，并不会想到分

类问题。如今有了可回收垃圾箱，再
加上各种宣讲，每次扔垃圾我都会有
意识地分类投放。”干休所一名老干
部说，不分类，眼下轻松，但长期对生
态环境、土地资源的危害不可估量，
这种成本一定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

如今，干休所新增了一批分类垃
圾箱。担心居民在分拣过程中弄脏

手，他们还在垃圾箱旁安装了感应式
洗手池。

在保洁员李邦廷看来，政策迎合
人心去设计，贴着人心来执行，响应
的人一定会多起来。
“大家分类投放垃圾意识提高

了，我们的分拣工作也省劲多了。”李
邦廷的语气中透露一丝欣慰。

垃圾分类，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干休所领导说，通过垃圾分类，
居民们养成了良好习惯，树立了公德
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共同营
造了美好生活环境。

在干休所，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
到践行、监督垃圾分类投放的志愿者
队伍中。据介绍，今年以来，垃圾分
类政策的居民支持率、投放准确率均
大幅上升。

如今，以戚道纶阿姨为代表的志
愿者工作轻松多了。清晨，和往一
样，她利索地打扫完院落，分类整理
好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放进
大门口的分类垃圾箱内。干休所院
内，垃圾箱旁干净整洁。

垃圾分类悄然成为生活习惯
——上海警备区长宁第四离休所开展垃圾分类见闻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武 炜 崔寒凝

春节过后，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舰艇编队返回母港，一辆辆环
保车在码头来回穿梭，将战舰上的垃
圾分门别类快速处理。

与此同时，支队机关派出垃圾分
类监察督导小组深入舱室战位，对 4
类 10余项舰艇海上垃圾分类处理情
况进行检查评估。

去年以来，支队大抓营区生态环
境建设，把舰艇环保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充分征求官兵意见建议，为所属
舰艇配备“可降解垃圾、可回收垃圾

和不可回收垃圾”3种垃圾处理装置，
研究制订《垃圾分类处理实施细则》，
推动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正规化常态
化。

合肥舰士官刘园说，支队推进实
施垃圾分类工作后，他在舰上有了一
个特殊身份——环保监督员。

最初，刘园对这项工作认识不
足，认为自己到舰艇上服役“不是为
了打扫卫生的”。后来，支队环保教
育小组开展“舰艇是我家”培训，舰上
也经常组织垃圾分类比赛，刘园逐步
转变了观念。
“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一种责

任。”同为环保监督员的女兵赵媛，每
晚熄灯前都会检查垃圾分类情况，确

保分类收纳、摆放整齐。
在合肥舰，像刘园、赵媛这样的

监督员还有 8名，他们主要负责督促
各部门做好垃圾分类。自从有了环
保监督员，官兵垃圾分类处理自觉性
变强了，舰艇环境更加整洁环保。

健全的分类处理制度让垃圾无
处遁形，“闭环思维”提升官兵执行
力。踏上支队舰艇，整洁的舰体、干
净的通道、新鲜的空气，以及官兵脸
上会心的笑容，无不透露着“绿色家
园”带来的影响力。
“垃圾分类无小事，关系官兵生

活环境。推行垃圾分类，我们理所应
当走在前列，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
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支队领导介绍，以往垃圾分类存
在浅表化、形式化等问题，为了深化
官兵“以舰为家”的思想认识，支队采
取清查登记、打分量化、奖惩激励等
方式，从日常养成、制度坚持、成果表
现 3个方面，对各单位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评估打分，将成绩纳入年底“千
分制”考评内容中，以此引导官兵牢
固树立环保意识。
“舰艇是流动的国土，更是水兵

的绿色家园。”合肥舰政委李健说，
“我们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为舰
员构建绿色、健康的家庭环境，让大
家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激励大家扎
根一线、建功海疆。”

版式设计：梁 晨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培育舰员绿色环保理念——

战舰上有了环保监督员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柯鳗 通讯员 朱雄滔

图①①：春节后，南部战区海军
某支队组织新兵了解垃圾分类知

识；图②②：绿色营区成为白鹭家园；
图③③：官兵身边常见的多色分类垃
圾箱。 赖炳章、赵 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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