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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问题一环扣一环，需要社会各方面力
量来协同解决。在世界清洁日，公益组织联合
了全国各大社会公益组织、学校、景区、企
业、社区等合作伙伴，呼吁公众在 9月 15日这
一天走出家门，共同参与到清理身边失控垃圾
的行动中。

在城市里，垃圾分类是提升居民环保观念
的有力举措，“我们作为普通城市公民，每天能
够处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环
保行动”，上海爱芬环保创始人宋慧认为，垃圾
分类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能够天天践
行的环保行动。

截至 2017 年底，爱芬环保已经在上海 273
个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覆盖了大约15万
户居民。每个小区基本上有 30%-80%的居民参
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减少了30%—70%用于填
埋和焚烧的垃圾，促进了资源的回收利用，改
善了被垃圾污染的环境。

在上海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的各小区内，居
民通过每日垃圾分类换取积分，用累积的积分
换取奖品，这种叫绿色账户的奖励机制促进了
一部分居民的参与。

仁渡海洋组织的 2018 年第 3 次科研监测活
动，共有 453 名志愿者参与其中，清理海洋垃
圾 58525 件，共计 263.8 千克。“越来越多的公
众愿意参加到环保行动中，现在只要我们向社
会招募志愿者，报名开放后两三天内就满员
了”，刘永龙告诉笔者，环保问题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事情，每个公民都需要采取行动，

“有些人大谈低碳环保，但每天提着一次性塑料
袋，用着一次性杯子，言行相悖。”

318 国道是中国最长的一条
国道，也是最美的一条进藏公路
之一。在进藏口，每天都会有一
批来自“美丽公约”公益团队的游
客志愿者，他们统一系着蓝丝带、
提着环保袋沿途捡拾垃圾，4 年
时间从未停止这一行动。一条条
随风翻飞的蓝丝带正构成天路上
新颖而独特的靓丽风景线。

在海拔 5363 米的蒙达拉山
口，次曲队长和拉萨小分队的志
愿者们忍受着高原反应带来的身
体不适，不断坚持着把垃圾和污
染物捡进环保袋。高海拔地区气
候恶劣、寒风呼啸，但他们后背却
沁出了热汗。次曲队长腾出手来
擦汗，抬头望着庄严肃穆的雪山，
对旁边人说：“西藏的蓝天白云属
于所有人，只有大家都来保护，西
藏才能永远是一片净土。”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
之称，被视为南极、北极之外的

“地球第三极”。据统计，2017
年慕名前往西藏旅游的游客数超

过 2500 万人次，推动了当地旅
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
数以万吨计的旅游垃圾。由于藏
区的运输成本过高，成堆的旅游
垃圾不能被回收循环利用，给高
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帮助当地政府降低垃圾
收集和运输成本，促进当地管理
部门集中力量进行垃圾分类、回
收、循环利用的工作，2015 年，

“美丽公约”公益团队正式开启
“擦亮天路”行动，重点针对 318
国道。

团队不仅在公路沿线建立
了旅游垃圾分类点，还组织游
客志愿者力所能及地拾取垃圾，
再带到具有垃圾处理能力的乡
镇。首次行动试点从大理出发，
到西藏然乌湖，近一个月的时
间，行进 1500 公里，沿途清理
2000多袋垃圾，组织近3万名游
客参与其中。

“大家尽量不要乱扔垃圾哦
……”“您需要袋子装垃圾吗？

如 果 需 要 我 们 免 费 送 您 ……”
“请大家注意保护环境……”语
气温柔却又坚定，志愿者们身体
力行地捡拾垃圾的同时，还不忘
时刻宣传环保意识，呼吁更多游
客加入。

林鹏是诸多进藏游客之一。

一年前他骑行 318国道时，发现
公路因遍地的污染物而面目全
非。为了还原心中最美的川藏
线，他决心做一件回馈大自然的
事情——捡拾川藏公路上的垃
圾，宣传环保。历经 90 多天，
他靠着一辆三轮车、一双手套、
一 把 火 钳 ， 行 进 了 2000 多 公
里，捡拾了三四百袋垃圾。

目前，“擦亮天路”行动主
要清理进藏公路沿线垃圾，而志
愿者所佩戴的蓝丝带，则是为了
更好地延续和推广活动。“美丽
公 约 ” 发 起 人 史 宁 介 绍 说 ，
“《美丽公约》擦亮天路”线下
活动站在成都、昆明、大理、丽

江、重庆、西安等重点进藏集结
地落地建成，组织了骑行俱乐
部、自驾俱乐部、志愿者持续宣
传“擦亮天路、文明旅游”的活
动，从源头提高进藏旅客的环保
意识，不把垃圾带入藏区，或尽
量减少垃圾。

“ 公 益 活 动 就 像 这 条 蓝 丝
带，丝带想要飘得远，就需要更

多风力，而每个志愿者就是其中
一分子。”扎西达杰是西藏大学
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班的大学生，
已 经 累 积 完 成 60 多 次 垃 圾 清
理，在他心里，早已把做公益当
作一种信念来坚持。

截止 2017 年底，已有不少

于 20 万 游 客 志 愿 者 积 极 投 身
“擦亮天路”行动，川藏线和滇
藏线沿途建立了 52 个“美丽公
约”的活动站，日常向游客开
展宣传活动，在拉萨、林芝、
昌都、那曲、山南、日喀则都
建 立 了 美 丽 公 约 志 愿 者 服 务
队，每天都有志愿活动仍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现在，人们生
活 富 裕 ， 物 质 丰
富，但随之产生的
垃圾也多了起来。
垃圾污染环境，影
响 健 康 ， 制 约 发
展，人所不喜，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加入到捡垃圾的大
军中，成为一名编
外环卫工作者。据
报道，海归女硕士
陈立雯回国后没有
进高薪的公司做白
领，而是深入河北
保定南峪村，挨家
挨户从村民手中回
收垃圾，倡导村民
做垃圾分类。她因
为“ 捡 垃 圾 ”成 了

“网红”，“捡垃圾”
也成了一种时尚。

目前，我国垃
圾 处 理 以 郊 外 堆
放、卫生填埋、焚
烧为主，这些传统
的处理方式具有占
地面积大、渗沥液
污染周边环境、散
发臭气甚至有害气
体等诸多弊端。因
此，更好地解决垃
圾问题，不仅要处
理已产生的垃圾，
更要从源头上减少
垃圾的产量。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垃圾处
置方面缺乏主人翁意识，“搭便车”
思想严重，加上政府主导垃圾处理
服务的无偿或低偿性，使得应由个
人承担的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的部
分责任，也全部交给了政府或者社
会，认为垃圾处理是环卫工的事
情，与己无关。

其 实 ， 垃 圾 处 理 不 是 与 己 无
关，恰恰相反，而是与每个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面对大量产生的垃
圾，目前社会和专业机构处理能力
不敌垃圾围城的速度，如此现实，
就要求每个人和家庭积极配合垃圾
处理工作，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垃圾
的产生，并强化环保意识，拒绝或
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等难以降解的
塑料制品；另一方面，对已经产生
的垃圾，公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降低垃圾处理的难度。通过每
个人在垃圾产生到处理环节中的努
力，最大程度减少垃圾的产生量。

实现垃圾减量，必须有每个人
的配合，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
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公民既是良
好环境的享受者，更是良好环境的
维护者和建设者，负有保护与维护
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面对垃圾处理、污染防治的新
形势，引导全民树立“垃圾减量从
我做起、垃圾管理人人有责”的观
念势在必行。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的 《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
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指出，
2020 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
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加
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
束机制。

垃圾减量始于心，绿色生活践
于行。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
期，让清洁环境成为一种人人追捧
的新时尚，只有将绿色发展的要求
转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从源头
上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才能不
断改善城镇人居
环境，形成共建
共享生态文明的
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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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15 日是第
33 个国际海滩清洁日，
也是150个国家共同发
起的首个世界清洁日。
在全球都在关注垃圾问
题之际，让我们把目光
聚焦中国：在海滩边、
景区里、山野间、高原
上、城市中，越来越多
的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
捡拾垃圾，也有很多民
间组织带领大家规模
化、科学化地捡垃圾。
用一位志愿者的话说，

“ 行 动 比 语 言 更 具 力
量，清洁环境也能成为
一件很酷的事。”

从捡拾开始

每月的第三周，在苏州的灵白山上，都能
看到一群捡垃圾的人，他们或是俯身捡拾石阶
上被遗弃的果皮纸屑，或是用取物夹探身拾取
石阶旁树丛中的塑料制品。这场持续五年的净
山活动始于一次户外运动时的经历。2013年 11
月，13 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在杭州环山游玩时，
眼前所见不只是青山碧水，还有花花绿绿的垃
圾。一路上，大家都在思考，人们在享受大自
然提供的一切时，如何为环境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在大家俯身捡起垃圾的那瞬间，他们找到
了最适合的行动方式。此后，他们陆续进行了
数次净山活动，并于 2015 年发起了“捡拾中
国”项目，希望能倡导公众关注身边的垃圾问
题，随手捡拾，随手公益。

海风吹来，写有“净滩”字样的蓝色旗子
随风飘扬，大海从来都是瑰丽而壮阔的，但垃
圾杂陈下的海滩却显得那样荒芜。一群人在沙
滩边忙碌着，为海滩解除束缚，一次次俯身换
来的是愈加洁净的大海。

11年前的一封邮件促成了这个净化海洋垃
圾的社会组织的诞生。当时，专注于社区环保
活动的刘永龙收到一封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邮
件，询问他是否能够承接海滩清洁活动的组织
职责。净滩活动这个形式触动了他，促使他有
了启动仁渡海洋公益项目的念头。经过努力，
净滩活动得以真正落地，首次活动选择了地处
长江口和钱塘江口的南汇嘴，75名志愿者捡拾
垃圾 715件，共计 129.5公斤。此后，仁渡海洋
从一个志愿者机构转变为专业的海洋环保机
构，净滩活动场次逐年增加，2017年，参与志
愿者达到1282人次，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
这一积极行动之中。

以科技助力

打开微信，点击捡拾中国开发的“捡星地
图”小程序，人们可以在“垃圾地图”上查看
全国范围内被标记的失控垃圾堆，也可以标记
身边的垃圾。当这些垃圾变成地图上的一个个
红点时，意味着它们有了被清理的可能。目前
已有416个失控垃圾堆被标记在地图中，共5408
人加入了这一行动。

“户外失控垃圾需要人们的持续关注”，捡
拾中国创始人王子人告诉笔者，捡拾中国团队
还开发了一个名为“捡拾地图”的小程序，为
专业化的组织机构提供帮助。个人、组织能在
平台上自主发起活动，实现志愿者招募、活动
展示及捡拾垃圾数据上传。截至目前，共计 50
多家机构在捡拾地图上发起活动，吸引公众参
与，实现数据共享。

对社会团体来说，他们不只追求垃圾被清
理这一结果，还追求这一过程的附加价值。仁

渡海洋联合了 24个相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设
立了 27 个科研监测点，每年定时定点进行 6 次
科研监测，通过科学规范的数据记录，形成年
度报告。

刘永龙告诉笔者，他们会对新来的志愿者
提前培训。到达监测地后，志愿者首先确定一
块长 105 米的区域，并将这一区域分为 5 个断
面，每个断面宽5米，原则上，志愿者要将从高
潮线到水面的垃圾全部捡拾干净。

捡拾只是起点，志愿者还要对垃圾进行计
数、称重及分类，刘永龙介绍，通过抽样获得
的监测数据可以初步反映整个区域的海洋垃圾
情况，不仅能够进行监测点间的横向对比研
究，还能进行季节性、跨年的纵向对比研究。
为更深入、更具体的精细化分析做铺垫。

让进藏公路更美的“拾荒人拾荒人””
吉星宇一

上海市生活垃圾减量分类校园活动 据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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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姑娘在羊卓雍措旁边捡垃圾 据百度两个小姑娘在羊卓雍措旁边捡垃圾 据百度

在浙江南黄古道开展的净山捡拾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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