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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聚焦

垃圾分类，必须从户入手
日照市固废处理中心主任李宗文谈垃圾分类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见习记者 贺超

一个黄色垃圾桶、一个

绿色垃圾桶，如今成为一些

市民家的新物件。市民李宗

文家亦是如此，不过，他还

觉得这两个小桶容量不够，

他专门用大纸箱替代可回

收物桶，平时家里的废报

纸、饮料瓶和旧织物都积攒

到大纸箱里。

作为日照固体废物处理

中心主任，2008年起李宗文

到任便与黄山垃圾处理场打

起了交道。他说，“市民家的

垃圾出门前不分类，到垃圾

场就只能一概填埋。”在他看

来，两个分类桶只是形式，垃

圾分类关键是市民意识上的

转变。他总结国外一些做法

后认为，要想做到垃圾分类，

必须“从户入手”，每个家庭

都要自觉分类自家垃圾，自

然在处理环节就能“区别对

待”。但“市民转变观念不容

易，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

李宗文觉得可以“从娃娃抓

起”，“这一代人慢慢培养分

类习惯，下一代人一开始就

能自觉分类了。”

他给出了一组数据，现

在日照市区每天会产生400

吨生活垃圾，全部运到黄山

垃圾场填埋，而且这一数字
仍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

占地420亩的垃圾场有360

余亩的填埋区，总填埋高度

超过70米，容量达到586万

立方米。按每天填埋500吨

计算，能使用22年左右。按

照每人每天产生1千克生活

垃圾计算，每天400吨的量

意味着接纳了市区40万人

的生活垃圾。

然而，如此巨大的数字
中，分类后处理的垃圾却微

乎其微。目前，黄山垃圾处理

场每天进场的60多车次的垃

圾都是直接填埋，里面的餐
厨垃圾、有害垃圾无法分离。

不知不觉中，日照街头的垃圾

箱有些已经焕然一新，标注了“可

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没错，咱

日照也逐渐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倾

倒和处理了。

不过，当一袋垃圾被您扔到家

门口的垃圾桶时，您有没有事先做

分类？它去向如何？

垃圾分类不只是放个分类垃圾桶

填埋垃圾其实也是没办

法的办法。搞垃圾处理的人

都知道，被称为“废物”的垃

圾其实是“放错了位置的资
源”。李宗文介绍说，生活垃

圾中的纸、塑料、玻璃、金属

和织物乃至动物骨头都是再

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可加

工成日常用品，而餐厨垃圾

经过生化处理还能制成有机

肥。但实际上，如此众多的可

回收物都与其他垃圾一样混

在一起，在垃圾场填埋处理。

垃圾分类不仅是资源再

利用，还能节省土地，减少

污染。“垃圾分类了，来这埋

的就减少些。”他又以自己

家为例，平时积攒的废纸和

塑料瓶等可回收物，都卖给

收废品的，哪怕分类后再

扔，也给垃圾分类处理省了

不少事。一旦可回收物进入

废品回收程序，就会最终被

再利用。

收破烂卖废品就是资源再利用

如今，日照的垃圾分类

工作刚刚起步，形成常态化

的垃圾分类处理还需时日。

李宗文上任固废中心主任

后，着手引进了一套投资近
1500万的渗滤液处理系统，

将收集起来的垃圾废液做净

化处理，300吨的废液经过这

套系统能产出250吨的清水，

“水温30来摄氏度，都能养热

带鱼”，在垃圾场有一个浴缸

养着好多条金鱼，养鱼的水

和员工洗手用的水都是净化

后的清水，有时外人来考察
参观，李宗文还会接一杯净
化后的清水喝上一口。他打

算将来用这些水冲洗进山道

路，浇灌山路和场区里栽种

的各类绿化苗木。

同时，垃圾场下游山坡

上投资近600万的沼气发电

站正在建设，预计明年春节

前后完工。粗算一下，将来一

天能发电5000-6000度，可承

担垃圾场一半的用电量。而

一旦日处理量达到600吨，由

此产生的沼气发电量就能达

到入网标准，没准儿以后部

分日照市民会用上自家垃圾

发出的电。

李宗文对垃圾分类期待

已久，但又觉得有劲使不上。

他以废旧电池为例，“只要在

小区、学校和商场门口放个回

收箱，绝大多数废旧电池都能

收上来。”而在强调垃圾分类

要从每家每户做起的同时，作
为垃圾管理者的他还希望环

卫部门有专人负责垃圾分类，

足够重视才能见实效。

希望环卫部门专人负责垃圾分类

污水经处理后可以养金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