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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雷国兴担任了嘉兴
路街道三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

记，见证了上海垃圾分类从“不

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智慧

分”。如今她服务的瑞虹小区二

期，9 名有设计专业背景的青年
志愿者，义务参与设计智慧垃圾

厢房改造。“几个月后，一个集扫

码投递、亲子洗手池、太阳能电

池板、排风扇、精细分类投递区

等低碳环保设计元素为一体的

24小时智慧垃圾厢房将建成。”

错过投放时间，有居民会把
湿垃圾冷冻在冰箱

2019年 1月《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颁布后，作为嘉兴

路街道瑞一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垃圾分类志愿者，1989年出生的
华磊开始组织志愿者挨家挨户

分发垃圾分类宣传画册、冰箱贴

等，还通过开展垃圾分类趣味竞

赛、拾荒慢跑等，提高居民垃圾

分类的意识和参与度。

那时，小区每天有四五名志

愿者值守在三个出入口的垃圾

桶旁。华磊每天都要提前 1.5小
时上班或晚 3.5小时下班参与志
愿服务，戴着手套、握着火钳帮

居民开袋检查分类。

从小生长在上海虹口区，华

磊对虹口区的每条街道都非常

熟悉。2014 年来到瑞一小区以
来，她也与小区里的居民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跟着居民一起把

小区建设好，是我们的共识。”

瑞一小区作为拥有 1716 户
4000余人的大型社区，要转变群
众的思想观念、做到垃圾分类精

细化管理有一定困难。“将心比心

的工作态度”是华磊的“秘诀”。

“一开始居民不会分，也不

愿意分，觉得很麻烦，我们就对

来扔垃圾的居民进行科普和劝

解。大约用了 1个多月的时间，
垃圾分类的风气逐渐形成，志愿

者就逐步撤岗了，只留下一个管

理员值守。”华磊说。

小区曾经在每层楼设置一

干一湿两个垃圾桶，湿垃圾桶

是敞开式的。过了不久发现，

“敞开式湿垃圾桶成了蚊蝇、蟑

螂的‘天堂’，住在附近的居民

苦不堪言，而且无监督式垃圾

投递执行效率不高，最后我们

选择放弃这种方式。”华磊说，

看似简单的垃圾分类回收过

程，汇集了众多居委会工作人

员和居民的智慧，比如垃圾桶

的摆放数量和位置、便民洗手

池的设计、垃圾回收车绕行路

线等，都是经过反复实践和思

考总结出来的。一个环节处理

不当，就可能给居民投递垃圾

带来不便或影响环境整洁。

提起刚开始推广垃圾分类

的艰难阶段，雷国兴脑海中浮现

出很多“感人瞬间”，这让她感受

到了“莫大的支持”。

在嘉兴路街道飘鹰居民区

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她发动党员

力量，由党支部认领项目，带领

楼长、党员等到现场办公，从居

民角度共商垃圾分类投放方案，

平稳渡过“撤桶期”。为了巩固垃

圾分类治理成效，党员还需到垃

圾桶旁值守 3个月。
那个时候，凯虹小区一名退

休教师腿部骨折，但他拒绝了志

愿者上门代扔垃圾的提议，把湿

垃圾冷冻在冰箱，累积 2-3天冰
箱满了，再拄着拐杖下楼投放垃

圾，坚持了 3个月的时间。
雷国兴说：“他用实际行动

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多居民

也效仿这位老先生，只要错过投

放时间，就把湿垃圾冷冻在冰

箱，这已经成为凯虹的‘小时

尚’。从我担任飘鹰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以来，凯虹小区几年间从

来没有落地垃圾。”

2022 年 1 月调任安丘居民
区党支部书记后，雷国兴通过调

研发现，瑞二小区的高流转率导

致了垃圾的高落地率。于是，她

制作了“迎新手册”，收录了瑞二

小区各类便民生活服务，包括停

车信息、居委服务、社保中心、便

民食堂点位、家庭医生申请方式

等，“人到了新环境，都希望有人

跟他主动对接。带他们实地走

访，不仅能向新居民普及垃圾分

类等规则，还能帮助新居民更快

熟悉新环境、融入新生活，让‘迎

新’也成为扩充社区志愿服务力

量的载体。”

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气

“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分类，

到后面渐渐习惯分类，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雷国兴觉得，垃圾分类不是几个

人或一群人的事情，它一定是人

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主动的

自觉行动。

“现在居民的垃圾分类热情

更加高涨，建言献策要把小区的

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践行低

碳环保理念。”她说，有年轻人提

出，把社区向零碳社区改造，把

垃圾厢房升级为更智慧、智能的

版本，包括光伏太阳能板、可回

收物回收兑换积分、可回收物精

细分类投递等，“不仅要‘高大

上’，功能也要‘接地气’。”

“垃圾分类很重要，对上海

来说，它其实是低碳环保生活理

念的缩影。”雷国兴说，该小区还

通过周期性科普活动、废物利用

DIY工坊、居民闲置物品再利用
等活动，打造瑞二点位“一小区

一品牌”。

科普互动翻牌答题、低碳知

识大闯关、再生产品展示、闲置

物品置换……日前，嘉兴路街道

开展了“环瑞虹美好嘉园”垃圾

分类科普活动，华磊也作为低碳

生活新时尚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带领大家开启绿色低碳生活之

旅。“绿色低碳生活体现在生活

中的点滴，居民可以通过节约用

水用电、低碳出行等方法改变生

活方式，让低碳环保成为生活新

时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5年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
实效保持稳定，湿垃圾分出量基

本稳定在干湿垃圾总量的 35%
左右，可回收物回收量基本稳定

在日均 7000吨左右，有害垃圾
分出量基本稳定在日均两吨左

右，生活垃圾“三增一减”趋于稳

定。上海生活垃圾已全量无害化

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2%，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社区治理新模式：
抛议题、聚民意、引智慧

在雷国兴看来，垃圾分类只

是撬动社区治理的一个支点。

“我们希望通过垃圾分类的推

进，让居民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

参与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居委

会链接资源、搭舞台，真正唱戏

的是居民。”

安丘居民区如今已经形成

一个常态———“抛议题、聚民意、

引智慧”。安丘居委会下辖瑞二

和瑞四两个小区共 2300余户居
民，40 岁以下居民占比超 60%。
雷国兴把这里的居民看作居委

会的“智慧大脑”，每个人根据自

己的专业提供意见和贡献，各司

其职，“我们不把志愿者限定在

某一个方面，而是让他们发挥自

己最大的价值，为社区建设发挥

作用。”

如今，安丘居委会已经成立

了 10余支基于不同专业背景的
志愿者团队，包括设计师队、经

济师队、律师队、文体队等。“这

些志愿者都有专业背景，分别参

与了小区篮球场改造、核酸亭改

造、垃圾厢房改造、‘一米会客

厅’搭建等项目，大家在广泛争

取民意的基础上‘头脑风暴’，打

磨修改方案，最终把小区设计的

‘蓝图’变为‘实景图’。”

“邻里之间积累了非常深厚

的感情。我们都很珍视这个氛

围，也想维护好共同的环境。”常

琦拥有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及其

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在瑞四小区

居住 10多年来，除了从普通居
民的角度参与设计，他还推进自

己相关课题的研究学以致用。

毕业于哈佛大学景观建筑

系的居民季弘斐也曾参与小区

多个项目的设计，他认为，外部

的设计师可能并不清楚小区居

民的生活需求，比如在篮球场改

造过程中，一开始请的外部设计

师加重了灯光的设计，而没有充

分考虑篮球场功能的实用性。

“由我们自己来做的话，我们可

以从居民的角度来考虑场地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地制宜地

作出调整方案，也更容易实现居

民的想法。”

他以垃圾厢房的改造举例

说，强制性的垃圾分类要求可能

达到的效果并不理想，“通过志

愿者的设计语言营造良好的垃

圾分类环境，就能让居民真正发

自内心地愿意做这件事。”季弘

斐说。

除了社区低碳治理，城市治

理也更有“人情味”。近期，关于

“上海的垃圾桶在哪里”的话题

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市绿化

市容局迅速开启新一轮道路废

物箱布局优化调整，并发布最新

版《上海市道路、公共广场等废

物箱配置导则》（2023版），对辖
区内部分区域道路废物箱进行

优化调整，与市民出行路径、人

流数量密度相匹配。

居民和居委会、市民和政府

机构的“通力合作”，促进一件件

项目落地，更激发了城市治理工

作的活力。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有

意义的事情，我将一直在路上。”

雷国兴说。

（据《中国青年报》）

上海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从1.0向2.0迈进

这里有一群青年志愿者
让垃圾分类更智慧
从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到最近收到总书记回信，嘉兴路街

道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雷国兴最大的感受是，“垃圾分类已经从 1.0向 2.0迈进，‘新时尚’逐渐成为市民的

好习惯”。

� � 6 月 2 日，上海市虹口区环瑞虹社区发展共同体第三届社区美邻节活动现场，志愿者在给居民讲解
垃圾分类知识（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