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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混装混运”

生活垃圾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废旧纸张、塑料
瓶等“能卖钱”的垃圾 （即可回收物），另一类则是卖不
了钱的垃圾 （即不可回收垃圾）。

在过去，这属于两套回收系统，分别由两个不同的
政府部门负责。前者属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具有商
业属性；后者是“生活垃圾回收系统”，为公益属性，两
套系统并行运转。在一些居住小区内，通常把 3个垃圾
桶组合成投放站点，分别收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

但实际上，“能卖钱”的垃圾早被人们分拣出去，可
回收物垃圾桶在很多小区几乎派不上用场，加上目前厨
余垃圾的分出比率还不高，导致 3个垃圾桶里装的大多
是混合垃圾，收运人员只能统一清运。

生活垃圾“混装混运”问题如何破解？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需要打通垃圾回收的各个环节，包括源头上居
民有意识分类投放、小区保洁人员分类收集、环卫及其
他作业队伍分类收运，彼此磨合好了，才能真正改变现
状。

◎“两网融合”统筹治理

去年 7 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将
“再生资源回收”这一管理职能划入。今年，北京市城市
管理委将推动两套系统 （即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生活垃
圾回收系统） 相互融合，实现垃圾全流程管理，进而推

动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两网融合”

就是要把原有两个体系，从源头投放、收运系统、处置
处理末端三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设计，实现投放站点的
整合统一、作业队伍的整编、设施场地的共享等，进一
步方便居民分类投放、交售废品，提升收运队伍专业化
水平，使不同类型垃圾得到循环、再生利用和合理处置
处理。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将研究出台 《推进垃
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指导意见》，在
设施建设、系统配套、作业队伍整合、运行标准、政策
激励等方面均将有新的举措和要求。同时，启动一批试
点工作。目前已计划在朝阳区劲松农光里中社区率先开
展垃圾“分类、分质、分时”收运试点，今年还计划在
东城、房山、延庆等区开展不同类型的“两网融合”试
点工作。

◎“绿卡”兑换家政保洁

朝阳区劲松农光里中社区是依托再生资源回收公司
建立的“两网融合”试点。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两网融
合”是基于“环境卫生工作指挥中心”来实现的，它是
一个互联网操作平台，可以使管理更加精细化。对于居
民来说，每户要办一张存有个人信息的“绿卡”，用以积
分，最终可换取奖励。

农光里中社区引入了 4 辆移动收集车，每天分早、
晚两个时段，在各自负责的区域里巡逻，保证每栋楼的
居民在可视范围内都能看到。移动收集车用来收集可再

生垃圾和厨余垃圾，并按一定计算方法积分。比如，居
民拎着一袋厨余垃圾，回收人员先称重，再把居民的

“绿卡”终端设备上刷一下，只需输入重量，系统即可自
动换算成分数，并保存起来。例如，1 公斤厨余垃圾可
以积 1 分；1 公斤废旧报纸、纺织物 （废旧衣服、毛巾
等） 积5分。

据介绍，在试点初期，为了提高居民的积极性，200
积分约合15元人民币，可兑换卷纸、洗手液等日常用品
以及电影票、家政保洁、理发等服务。

除了前端垃圾分类收集，农光里中社区还与环卫部
门对接，做好清运和处置工作。据介绍，厨余垃圾和不
可回收垃圾都将分类送往附近的垃圾楼，再由市环卫集
团负责下一步的收运、处理工作。废纸、塑料瓶等可回
收垃圾，可送至废品再利用、再加工企业，打通再生资
源绿色消纳通道。这些企业形成的产品，如再生花盆、
纸袋、购物袋等，计划用于居民积分兑换，形成可再生
资源的良性循环。

本报北京电 日前，北京市发
改委举行发布会，通报 2016 年北京
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在京津
冀的大棋盘上，“一场两网”正在勾
勒京津冀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格局。

新机场建设 京南欲展翅

“去年一年，北京新机场建设取
得了明显进展。”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目前北京新机场主体
工程进展顺利，航站区、飞行区全
面开工，航站楼核心区主体结构施
工已到地上四层，为 2019 年顺利通
航奠定坚实基础。新机场综合交通
换乘中心启动建设，“五纵两横”外
围交通配套工程加快推进，基本实
现全部开工。

轨道连三地 高铁密如网

2016 年，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
划敲定，将以“京津塘、京保石、
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以京、
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四
纵四横一环”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
络。这张密密麻麻的网，将覆盖、
连通每一个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城
镇和主要产业集聚区，一张“轨道
上的京津冀”蓝图正徐徐展开。

“去年一年，多条轨道交通线路
建设有了长足进展，这张网的建设
已经全面启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年，城际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
一环”中涉及北京市境内的一纵——
京霸铁路、一横——京唐城际、一
环——环北京城际中的廊涿城际北
京段新机场红线内段实现开工建
设，另有一纵——京石城际正在推
进前期工作，为实现“十三五”时
期打造京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开
了个好头。

同时，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轨
道交通线开工，平谷线加强了北京
与河北燕郊、三河地区的连通。

高速公路网 打通“断头路”

2016 年，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网进一步完
善。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高速公路网北京境内

“断头路”目前已经全部实现开工，而且将在今年
全部打通。

京台高速的建成通车，使北京市高速公路运
营总里程突破 1000公里，在全国大城市中稳居较
高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还将加快建设
兴延高速、京秦高速、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通州
—大兴段）、延崇高速、新机场高速、京开高速拓
宽工程等，在建里程达到184公里。

这么多项目，钱从哪儿来？相关负责人说，
支撑这些大项目的，有 PPP 模式。兴延高速公路
PPP项目，让政府补贴资金从预期的10亿元/年下
降为3亿元/年。

“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项目中，我们还采用
了升级版的PPP模式。”相关负责人说，新机场线
社会资本融资占总投资比重从 30%大幅提升到
60%，引资对象由原来的“运营商”扩大到“建筑
商+运营商”联合体，拓展了社会投资者范围，实
现了项目各环节间的顺畅衔接。

春节期间，许多游客来到北京市前门大街等老商业
街区，观赏老建筑和老北京民俗表演，品尝各类美食小
吃，感受京味春节。

图为前门大街一家老字号的工作人员在门口迎客。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
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
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40年代 （编者注：20世纪40
年代） 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
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
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

毕业 （1927 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
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

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 17 年是
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

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
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

条小胡同转悠。
啊 ， 胡 同

里从早到晚是
一 阕

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
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
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
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
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磁啦一声就把空气荡
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
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
喷喷黏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
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
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比较干脆的是卖熏
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
夜乞者。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
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
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
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
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
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
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
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

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
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
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
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
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
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
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
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
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
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
大陆就见不到。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40
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80年代再去，
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
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
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
同。

（作者萧乾为已故著名作
家、翻译家。本报有删
节）

北京拟出新规促垃圾分类北京拟出新规促垃圾分类
每家每户办“绿卡” 积分兑换电影票

本报记者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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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解决城市卫生问题的关键一招。今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着

力推进“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两套回收系统的“两网融合”，并拟于上半年出

台指导意见，切实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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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京市将在东
城、西城、朝阳等7个区的社
区医院，试点建立中医治未
病指导室，为 10 万名慢性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中医养
生操法、食疗推广、中医心
理 调 节 等 药 物 和 非 药 物 疗
法，从预防的角度关注居民
健康。

据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
长屠志涛介绍，不仅是慢病
患者，老人、妇女、儿童都
将作为治未病的重点人群，
另外，还会配备专门的团队
并建立规范来推广治未病。

“治未病”最早源自于
《黄帝内经》 所说：“上工治
未 病 ， 不 治 已 病 ， 此 之 谓
也”。“治未病”即采取相应
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
展。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
是：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

北京市 2017 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北京将实施中医
药治未病健康工程，支持中
医药振兴发展。为此，2017
年，北京市中医局将选取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丰
台、石景山、通州等7个区试
点 实 施 中 医 治 未 病 健 康 工
程，遴选 10 万名慢性病患者
等重点人群，推广高血压、
糖尿病、失眠、肥胖等中医
药治未病服务。

从今年开始，北京将加
强 中 医 医 院 治 未 病 科 室 建
设，为居民提供中医健康咨
询评估、干预调理、随防管
理等服务，普及中医养生保
健方法，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具体将如何开展推广治
未病服务？屠志涛表示，北
京将在上述试点区有条件的
卫生服务中心 （站），建立中
医治未病的指导室。指导室
将配专门的团队，包括中医
大夫、咨询员和调理员等，
并建立诊疗规范、实施岗位

管理。开展的服务既包括药物手段，也包括非药物疗
法。此外，还开展中医养生操法、食疗方子的推广以
及中医心理调节等。

据了解，为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目前北京已经
编制完成了《北京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并研
究修订了 《北京市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与机制的若干
意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实施方案 （2016-2020）》（讨论稿）。在东城、西城、
丰台、石景山、大兴、通州等六区开展了中医健康养
老示范社区活动。

除了治未病以外，北京还开展了中医药健康养老
试点工作，设置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专区，组建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联合体，打造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
圈；深入开展薪火传承“3＋3”工程，首次开展中医
药传统技能传承工作室建设工作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