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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的张先生曾向记者讲述这
样一段往事：几年前自己去台湾旅行，
和当地一位朋友约吃饭。结果这位朋友
迟到近 1 个小时，理由是“先回家扔垃
圾。”当时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然而，如
今上海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后，张先生已
然明白那位台湾朋友的心情。“现在每天
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就已忙得团团转，
大家见面讨论最多的就是垃圾话题。”

相比大陆，台湾严格的垃圾回收和
分类政策已行之有年，且效果不错。那
么，台湾的垃圾政策是如何制定和执行
的呢？

烧出来的“垃圾政策”

“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
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
的 烟 ， 垃 圾 山 正 开 着 一 个 焰 火 庆 典
……”台湾歌手罗大佑的这首 《超级市
民》，讽刺的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台北糟
糕的环境。彼时，台北市垃圾随处可
见，甚至有市民期望台风把垃圾吹入大
海。当地政府的填埋工作也相当无序，
填埋场地也是“一地难求”。

当时的台湾，正经历快速的工业化
发展，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但伴随
而来的则是环境污染、城市垃圾与日俱
增的问题。1984 年 7 月，台北内湖垃圾
山发生大火，燃烧持续 10 天以上，成
为台北市民心中的痛点。这一事件后，
台湾从政府到民间开始积极思考垃圾处
置问题。

1987 年，台当局提出“一县市一焚
烧厂”的政策，想要以“焚烧替代掩
埋”。但未经分类的垃圾焚化效率低，甚
至会产生有害物质，且民众都不愿意焚
化厂建在自家附近。在此起彼伏的抗议
中，这一政策阻力重重。

于是，从 20世纪 90年代末起，台湾
转换思路，由掩埋、焚化，走向资源回
收、源头减量，建立完整的机制。简单
说，就是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定
时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并付费处
理垃圾。

“刚开始实行这些政策时，很多市民
都不习惯，纷纷聚集抗议。有的民意代
表为了特定选票，也都频频发声要求停
止这项政策。”在台北工作、生活数十年
的苏诚说，大家原本习惯在小区门口直
接扔垃圾，结果现在要定点定时才能有
垃圾车来，还要强制回收，街头也没有
垃圾桶，很不方便。但随着宣传、推广
的深入，尤其是“从娃娃抓起”的教
育，这项政策得以较好实施。据了解，
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花了两三个月
时间，每天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
进行垃圾分类。时任台北市环保局局长
在推广政策时还多次被人砸鸡蛋。

追垃圾车跑成风景

“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在晚上出门散
步时看到许多人拿着垃圾袋追着垃圾车
跑，感觉很好笑，还专门拍了视频发在
社交平台上。”台湾世新大学陆生郑梓仪
告诉记者，自己大一时因为在专门提供
陆生居住的宿舍生活，所以学校没有强
制要求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并且定点放
置垃圾桶，大家随时扔就可以。但大二
搬出去住后，郑梓仪居住的小区属一般
居民楼，就要自己分类并定时扔垃圾了。

“之前我还看风景，没想到我现在自
己就成了一道风景。”郑梓仪说，由于自
己居住的社区人比较少，所以垃圾车停
留时间很短，一般只有2分钟。一开始自
己没有经验，总是看到垃圾车到的时候
才下楼，结果往往刚到路边车就开了，
得追着车跑才能把垃圾袋丢进车尾的回
收框里。“我还算幸运的，至少没有因为
追垃圾车而摔倒。听说有的人会摔个

‘狗吃屎’，甚至擦破皮。后来我就学乖
了，只要听到垃圾车的音乐声响起，我
就马上冲下来站好，等着垃圾车到来。
而且网上现在也可以追踪垃圾车的定
位，可以提前掌握丢垃圾的节奏。”

由于丢垃圾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台湾民众一定会在工作、生活的安排中
把扔垃圾的时间安排出来。例如尽量不
在垃圾车经过家附近的时间点聚会、社
交，家里做饭也要赶在这个时间把厨余
清干净。万一有事要出门，大家通常会
拜托邻居、室友等帮忙丢垃圾。

“毕竟台湾天气炎热，垃圾留在家过
夜容易有异味，也会招来蚊虫，不卫
生。相比之下，普通垃圾还好一些，厨
余垃圾要过夜真是个问题。”家住高雄的

婉玲说，面对厨余垃圾来不及丢的情
况，台湾的很多家庭会用专门的密封塑
料盒把厨余装好，放入冰箱冷冻。另
外，一些条件不错、有物业公司打理的
小区会自己安置垃圾桶，居民只需把垃

圾分类后丢入小区的垃圾桶即可，物业
公司会请专人来收垃圾。这样的安排方
便了住户的生活。

另外，去年 8 月，台北市政府和回
收 业 者 合 作 推 出 了 “iTrash 智 慧 垃 圾
筒”，提供部分街区 24 小时的垃圾与资
源回收服务，每 0.5 公斤收取 4 元 （新台
币，下同），机器会按照垃圾的重量收取
费用，让上班族不再因加班而担心不能
按时丢垃圾的问题。除了一般垃圾，智
慧垃圾筒还安置了一台瓶罐回收设备。
民众只要放入规定内可回收的塑料瓶或

铁铝罐，机器就能帮忙回收，投放者只
要放入 10 个塑料瓶或 8 个铁罐，就能获
得1元。

垃圾费需随袋征收

眼下对于上海的居民来说，分清楚哪
些是干垃圾，哪些是湿垃圾是大家如今生
活中最重要的话题。因为如果傻傻分不清
楚，轻则要接受社区干部、环保督察人员
的批评并重新分类，重则接受罚款。那么，
台湾的垃圾分类标准是怎样的呢？

按照规定，台湾的垃圾分为一般垃
圾、资源垃圾和厨余。一般垃圾最容易
处理，直接混在一起丢进垃圾专用袋就
行。不过，这种垃圾专用袋是有特殊标
志的，价格也比普通塑料袋贵。比如普
通袋子价格为几元，而垃圾专用袋根据
大小为 1 元到 40 元不等。这就相当于垃
圾处理费随袋征收。

而厨余垃圾，就要分生厨余和熟厨
余。生厨余为未加工的食材，主要可用
于制造肥料；熟厨余为饭后的剩菜残
羹，可以用来喂猪。至于资源垃圾，类
别更是五花八门，从纸板、塑料瓶、铁
罐到电子产品等。

走在台湾街头，如果你看见的是黄

色、响着音乐的大型垃圾车，那么它就是
来收装在专用袋里的一般垃圾。如果看到
的是白色的资源回收车，那么车上下来的
工作人员就是按分类要求来收取生熟厨余
和各类回收资源的。如果不按规定分类，台
湾民众或面临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

尽管这样的分类很繁琐，但如今台湾
民众已然熟悉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台湾的
垃圾产生量也随之大大下降。就算台北街
头鲜有垃圾桶（仅限地铁站、便利店和部
分游客多的路段设有垃圾桶，且明确规定
不能丢生活垃圾），但街面仍然十分干净。

这是一张温馨的合影：照片中，一
个年轻的姑娘头戴学士帽，手捧鲜花，
一脸灿烂的笑容，旁边是一对中年夫
妇，脸上满是欣慰。

这是一个十年之约。十年前曾经在
姚氏夫妇家寄养过 40 天的 13 岁女孩菲
菲，按照当年的约定，在大学毕业时邀
请“父母”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他们
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感情却像家人
一样真挚。

由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推出的
紧急寄养服务主要是为18岁以下因突遭
变故而缺乏父母照顾的儿童，提供即时
及短期的家庭式住宿照顾服务。姚氏夫
妇于2002年加入紧急家庭服务，17年间
成了 70 名儿童的“临时爸妈”，其中最
小的两岁半，最大的就是13岁的菲菲。

给孩子一个家

姚先生参加紧急寄养服务的机缘是
因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当年两个女儿在
英国读书，寄宿在当地一个家庭。圣诞
节前，寄宿家长跑去美国探望自己的儿
子，竟把两个孩子丢下不管了。女儿无
奈求助学校，最后由警察上门将她们送
到当地的紧急寄养家庭代为照顾。

2002 年的一天，姚氏夫妇在地铁站
看到招募寄养家庭的海报，想到女儿的
经历，他们决定尝试成为寄养家庭，照
顾有需要的小朋友。

要当寄养家长并不容易。提出申请
后，社会福利署要从家庭收入、家庭关
系、健康状况、性格情绪、学位学历等
方面对寄养家庭进行评估，再由社工对
家庭情况做全面调查，审核期长达半
年，审核通过后还要经过教育、心理等
培训方能上岗。具备上岗资格后，还要
进行家长和孩子的匹配工作。待孩子进
门后，会有两位社工全程跟进和监督，
一个月上门两次，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香港社会福利署中央寄养服务课主
任马学强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全港
有 101 个孩子正在接受紧急寄养服务，
已有 141 个家庭加入了这一服务计划，
随时可提供服务。

教孩子养成好习惯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破碎家庭，小小
心灵充满恐惧和迷茫，而且由于长期缺
乏管教，自理能力、心理状态和行为方
式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姚先生说，

“做临时家长，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提供
吃住，而是要帮他们养习惯、立规矩，
教他们学会照顾自己。”

推开卧室的门，两张高低小床交错
排放，下面的一张小床底部，抽出来又
是一张小床。“这是我们专门为寄养孩子
重新设计和装修的小屋，最多可以住三
个孩子。”床边的窗户每一扇都上了锁。

“为了孩子的安全，这也是对寄养家庭居

住环境的统一要求。”姚先生说。
这段时间，两个女孩在姚家寄养，

一个 10岁，一个 9岁。10岁的老大，因
留了两次级，才读三年级。老二聪明却
霸道，喜欢打人，还患有专注力缺失症
和读写障碍。“老大重点要在学习上帮她
养成好习惯，老二打人，其实是内心敏
感脆弱造成的‘防卫过度’，要让她‘放
下武器’。”姚先生说。

望其有能力回报社会

姚太开朗爱笑，看上去脾气很好。
“原来可不是这样，都是带孩子带出来
的！”她笑说，“照顾他们，我们也很有
收获，能锻炼自己的耐性和包容心。”

当了 70 名孩子的“临时爸妈”，他
们领悟到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将心比心，
以心换心。前段时间，姚先生夫妇出
门，想让老母亲帮着照看下孩子，没想
到，两个孩子在家跑前跑后地抢着照顾
老人家。“结果反倒是她们照顾婆婆
了。”姚先生笑说。

紧急寄养是短期救助，最长不过 6
个星期。但是每当告别，彼此都会不舍
和伤感。每当这时，姚先生都会拿出他
的男子汉气概，教孩子们笑着离别。“临
别时我们会跟小朋友说，不用报答我
们，将来有能力时，就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回报社会，这就足够了。”姚太说。

（据新华社电）

清水断崖，位于台湾花莲，是清水山面向太平洋之处的断崖，前后绵亘达21公里，
地质以片麻岩和大理岩为主，成90度角直插入太平洋，高度均在800米以上。断崖形状
如鞘，绝壁万丈，脚下白浪滔天，甚为险峻，为太平洋西岸大海崖区。清水断崖气派雄
伟，号称世界第二大断崖。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垃圾回收，我们该向台湾学什么？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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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逸扉

港式紧急寄养

寄住的家 常驻的爱
陆 敏

台湾民众将垃圾投入垃圾车内。 柴逸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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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新城财经台和星展银行共同
举办的“亚洲商贸论坛 2019”近日在港
举行。

与会各界人士一致认为，香港积极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具有独
特优势，将从融资上市、人才吸引等多
方面助力大湾区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科创中心。

此次论坛以“环球新秩序 湾区创
商 机 ” 为 主 题 ， 汇 聚 商 界 、 金 融 界 、
学术界、创科界的专家，探讨在新国
际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以
及香港企业如何把握大湾区的科创发
展契机。

不少与会嘉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
内城市有着各自优势，有的制造业发展
迅猛，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深厚，大湾区
内进行优势互补，能够大大加快科创发
展。相关言论现摘编如下：

国家未来将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稳外资、稳投资，推动“走出去”和

“引进来”并进，扩大对外的双向投资和
贸易网络，也将推动包括“一带一路”
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发展策略。
香港应找准定位，认清当前国际形势和
国家发展大趋势，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机遇。

香港资本市场稳健成熟，可以为实
体经济提供多元融资渠道。特区政府会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继续寻求
政策突破和创新，促进大湾区发展成为
亚洲最具有竞争力、最领先的金融枢纽
和国际科创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将会弥
补内地和香港技术合作的不足，促进大
湾区内经济的深度融合。内地和香港可
以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跨境合作，加强产
学研的合作，建立平台机制使得研究成
果能够快速商业化。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
会长黄友嘉

香港在高端科研方面拥有优势，国
际化程度高，众多海外人才在此汇聚，
有条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库。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林家礼

香 港 一 直 积 极 参 与 大 湾 区 的 发
展 ， 创 科 产 业 尤 其 有 着 很 大 的 空 间 。
香港必须把握契机，大力推动创科产
业的发展。同时，在新经济年代，香
港、东盟以至整个亚洲如何寻找自身
的道路，迎接挑战，共享机遇，也是
重要的课题。

——香港新城广播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宋文禧

（方 栋）

台湾夏日酷热难耐，没有冷气 （空调） 的
时代到底如何消暑？台北迪化 207 博物馆“食
凉—夏日的滋味”特展，结合古早冰品体验，
重现台湾百年传统的食凉文化。

迪化 207 博物馆的创办人陈国慈，原居香
港，1966年赴台第一次接触冰品。她说，香港
人认为冰寒伤身，起初对“为什么要吃冰块”
感到困惑，但一试之后从此无悔，甚至赞誉台
湾冰店的艺术已经出神入化。

博物馆馆长华安绮说，1897年台湾第一家

制冰厂成立，台湾人就爱上吃冰这件事。主办
单位还特别请到台北市仅存的手工锉刀剉冰达
人高伯伯，他亲切招呼民众，介绍香蕉水、绿
豆仁、花豆等传统配料，高龄84岁的他，见证
了从新台币1元卖到45元的台湾剉冰史。

文史工作者庄永明说，过去没有冷气的年
代，台湾电影院招牌写得不是“冷气开放”，
而是“电扇密布”，这次希望透过展览内容，
勾起民众儿时记忆。“食凉—夏日的滋味”特
展，自即日起展至12月15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