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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月“压力测试”基本过关

湿垃圾日均清运量比上月增加了

15%，可回收物比上月增加了10%，干垃

圾下降了 11.7%；干垃圾焚烧炉渣率从

19.63%降至17.17%；危险废弃物飞灰排

放量从年初的2.53%降至1.77%，末端处

置环节危废产生量明显降低……日前，上

海亮出了垃圾分类实施首月“成绩单”。

在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看来，湿垃圾量

显著增加是考量垃圾分类成果的重要指

标。垃圾分类后，有回收价值的东西将不

再被湿垃圾污染，干垃圾焚烧成本降低，湿

垃圾则可制成肥料、沼气等。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上海居民从开始

的不适应、不习惯甚至抵触，到如今习惯了

每天必须要做的“麻烦事”。记者近期随机

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基本实现井然有序。

8月1日上午7时许，虹口区宇泰景苑

小区的上班族们陆续提着2袋干湿分离的

垃圾来到投放点：干垃圾直接投入干垃圾

桶，湿垃圾则在除袋后投放到湿垃圾桶，再

把装湿垃圾的塑料袋投放到干垃圾桶里，

整个投放过程动作娴熟。

“371户居民家庭原来每天只能产生

0.7桶湿垃圾，分类后每天可产生3.5桶，是

原来的5倍之多。”该小区居委会党总支书

记王静华告诉记者，“第一天，不少居民拎

着两袋垃圾，站在垃圾桶前犹豫，需要志愿

者帮助分拣；第二天，大多数居民对‘怎么

分’就有自信了，但湿垃圾‘除袋’还需帮

忙；第三天，90%以上的居民就能做到主动

除袋、准确投放。”

垃圾分类的成效在末端处置环节也得

到了显现。“相较于6月份，我们湿垃圾设

备的日处理能力提高了11%，人力成本也

大大降低。”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总经理华银锋说，过去湿垃圾杂质多，机器

需要停机冲洗的频率高，故障率也高；如今

机器运转流畅，人工分拣环节已被取消。

没监督就乱投，
“旧习难改”问题犹在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由于惯性太大，仍

有一些社区单位、居民在心理和行为上尚

未准备充分。部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仍待

提升、小区硬件设施不完善、部分办公楼宇

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

在部分街镇社区，一些居民依然“我行

我素”。一些设立误时投放点的居民小区，

混扔现象没有改观。“误时投放点没有志愿

者指导监督，分类的效果就不明显，错分

类、厨余垃圾没除袋等现象经常性发生。”

一位小区业委会主任表示，“目前要靠物

业、保安加强巡查以及居民相互监督来巩

固成果。”

一些老旧小区由于条件限制，缺乏硬

件设施，垃圾分类效果打折扣。在部分中

心城区，目前仍有弄堂内没有垃圾库房，也

没有物业公司管理。有些弄堂仅能容下一

个垃圾桶，有些弄堂则完全无法放桶。

与居民区分类意愿逐渐增强相比，一

些单位垃圾分类反而执行不到位。上海市

城管执法部门在7月份共查处各类生活垃

圾分类案件872起，责令整改8655起，大

型商场和商务楼宇问题较集中。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

梅透露，居民区垃圾分类热火朝天，但不少

单位的垃圾分类效果一般。“单位更多是靠

自我管理，不像居住区，每个投放点都有志

愿者守着。从我们的检查情况来看，单位

的分类更多是靠保洁员二次分拣，宣传动

员方面还不太够。”

如何实现“常态化”？

垃圾分类初步效果明显，为上海深入

推进这一“新时尚”带来了动力和信心。当

前，各个社区正出招精细解决难题，功夫下

在“小”和“实”处。

“我们街道安装了智能箱房，居民有没

有扔垃圾、分类做得好不好可以自动记

录。”徐汇区田林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为

防止居民在非投放时间乱扔垃圾，该街道

还在垃圾箱房和投放口安装了大、小两个

摄像头，并接入小区的智慧管理后台，可全

时段观测记录居民的投放情况。

湿垃圾投放要“破袋”，一些居民反映

腐烂发臭的垃圾弄得脏身、脏手；志愿者、

保洁员更是要长时间忍受难闻的味道。浦

东新区书院镇新舒苑居民区在所有的湿垃

圾桶上面放置了一个铁皮盖子，居民只要

按动手把，盖子中间的挡板就会打开，让湿

垃圾落进桶中。无人投放时，由于挡板的

隔离作用，桶内的异味就不会跑出来。

“垃圾分类涉及行为习惯的改变，非几

日之功。‘一小区一方案’，政府加强社区的

精细化治理，就能提高大家分类的积极

性。”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狄梁说。

居民也纷纷建言，垃圾分类推进既要

有规矩也要有“温度”。如“定时定点”投放

垃圾，周末投放时间是否可以推迟；“996”

工作制的居民占比较高的小区，往往赶不

上垃圾投放时间，是否可设立延时投放点；

对于一些独居或下楼扔垃圾困难的老年群

体，应该采取怎样的“托底”方式等。

闵行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

吴慧认为，一些单位、居民垃圾分类执行不

到位，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和强制力量。另

一方面则要推动共识。“推进不容易，维护

更难”，首月分类成效明显，但更重要的是

持续下去，把成果“常态化”。

深陷网络游戏玩物丧志
卖房还款仍不知悔改

张嘉琪从小就是一名“学霸”，某重点大

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进入衢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担任出纳。因为大学时期就喜欢玩网络

游戏，参加工作后，张嘉琪更是玩游戏上了

瘾，办了很多信用卡和消费贷款，通过透支借

贷充值玩游戏，有时购买一个游戏装备要好

几万，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欠了100多万元债

务，父母为此掏空家底，变卖房产为其还债，

妻子更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他离了婚。

如此教训却没能让张嘉琪痛改前非、

回头是岸。离婚后，他将儿子甩给父母照

顾，当起了“快乐的单身汉”。之后，玩网络

游戏渐渐成为张嘉琪生活的主旋律，同时，

他又陷入某直播平台无法自拔，在网上刷

礼物打赏女主播，还玩起了网络赌博游戏，

工资根本不够他一掷千金的消费。银行信

用贷款、信用卡透支、小额贷款、网贷、同事

朋友借款……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刚开始

他还能拆东墙补西墙，随着征信信用的下

降，张嘉琪很难再借到钱了，为了还贷，他

动了从单位账上套钱的念头。

发现单位财务漏洞
屡次造假不劳而获

张嘉琪在工作中发现，单位账户科目中，

维护费的资金额度高，且较少被抽查，作案不

容易被发现。但维护费的支出只能打给对公

账号，张嘉琪遂联系了某通信公司，借口单位

项目款走账，虚构维护费，通过该通信公司对

公账号将单位的钱转个人账户内。

“我一开始只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单

位账上的钱偷偷转出去，可是网络赌博越

输越多，漏洞越来越大，最后就铤而走险。”

据张嘉琪交代，从侵吞第一笔钱的战战兢

兢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单位已然成为了他

的“小金矿”。

调查显示，张嘉琪利用担任出纳的职

务便利，通过在财务系统中制作虚假会计

凭证，并私自授权支付操作，先后32次将

总计292.08万元的公共资金，通过汇入某

通信公司账户中转的方式非法获利。

费尽心机做平报表
东窗事发后悔莫及

为了掩人耳目，张嘉琪充分发挥其计

算机专业“优势”，通过秘密篡改系统内财

务电子报表数据的方式，将维修费金额分

散调至其他预算项目下的不同科目里，防

止报表里维修费过高而被发现异常。

案发前，张嘉琪还将电脑、手机上的相

关软件卸载，意图隐瞒网络消费的事实。

然而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这一切都是徒

劳的，纪检监察机关很快就查明事实真相。

“我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

理。想家、想儿子，希望早日可以出去。”张

嘉琪在留置期间写道。

2019年4月15日，张嘉琪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近日，张嘉琪因犯贪污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80万元，其违法所得将继续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

8月5日，上海市世纪同乐小区居民将垃圾“干湿分离”后投放到定点垃圾房。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深陷网络游戏“学霸”出纳半年贪污近300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现实生活中，他是一名计算机高

材生，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市属机关

单位工作，娶妻生子，家庭美满，是父

母的骄傲、妻儿的依靠。虚拟世界

里，他是一名挥霍无度的“网络土

豪”，打赏女主播、玩网络赌博、购买

游戏装备一掷千金……近日，衢州市

柯城区纪委监委查办了原衢州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财审处出纳张嘉琪利

用职务便利，短短 6 个月贪污

292.08万元的案件。

上海垃圾分类“满月”：
“拎得清”了，“守得住”么？

新华社 陆文军 郑钧天 杜康 丁汀

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地已“满月”。记者调

查发现，新规落地首月湿垃圾清运量显著增加、干垃圾明显减少，不少居民已

对垃圾分类“拎得清”，但要让“新风尚”习惯成自然，“守得住”仍面临一些

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