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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在我国已经推广了很多年，但我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垃圾分类进行约束，即使在有相关规定
推出的地区，强制执行的力度也显然严重不足。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只能靠“喊”（宣传、劝导等软性措施）、不能靠“管”，似乎谁都
不想来解决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现代城市顽疾。 虽然有不少活跃在城市社区间的公益机构都承担了不少垃圾分类的推进
工作，但自身也面临缺人缺钱的公益机构又何堪重任？ 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形容它们简直再形象不过。

难题何解？ 公益机构的艰辛努力是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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