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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日前，北京市亮出垃圾分
类8个月的成绩单，数据显示，
北京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较
《条例》实施前增长12.7倍，进
入末端处理的其他垃圾处理
量减少到 1.53 万吨/日，同比
下降35%。

记者走访北京市多个小区
发现，目前多数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
厨余垃圾尚待有效分类、不同
社区表现差异大、部分小区依
靠二次分拣才能达到清运标准
等问题。据了解，这些问题在
很多垃圾分类先行城市里也或
多或少存在着。

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瓶颈如
何突破？近日，在中国环境记协
举办的第十三期环境茶座“指尖
环保助力垃圾分类”上，多位业
内专家为垃圾分类建言支招。

157个城市
晒出垃圾分类情况图

拍一张社区垃圾分类的照
片，然后动动手指将其上传到
网络……自2020年6月以来，

众多网友、环保机构、志愿者都
参与了这项活动——“指尖环
保——随手拍点亮小区垃圾分
类”。截至目前，该活动记录了
全国157个城市1400余个小
区的垃圾分类情况。

记者打开蔚蓝地图 APP
一探究竟。由首页进入垃圾分
类活动页面后，记者看到不同
区域、地点有三种状态的标识：
绿、橙、红分别代表已分类、待
改进、未分类。各城市、社区、
企业的垃圾分类情况在平台上
一目了然。

“当今时代下，我们要善用
科技、巧用科技，为绿色可持续
发展助力。”该活动发起方之一
的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说，“基于科技发展的理念，我
们联合开发了垃圾地图数据平
台，希望能在政府主管部门、垃
圾处理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
之间，构建起垃圾管理的信任
链条，从而推动公众身体力行
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据介绍，“指尖上的环保”
系列活动由中国环境记协与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于2018
年启动。在2020年里，“指尖
上的环保”共收集北京、杭州、

上海、成都、广州等309个城市
（含地级市、县级市）的公众晒
图34万张，除垃圾分类外，还
囊括了空气、水质、土壤等方面
的生态环境测评。

垃圾地图数据平台显示，
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试点
城市中的多数垃圾分类工作持
续有效推进。生态环境部宣传
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表示，“指尖
环保——随手拍点亮小区垃圾
分类”活动是引领公众参与环
保、推动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
生动案例，并期待今后能有更
多社会力量加入。

调动各方力量
推进垃圾分类

2020年12月2日，北京市
评选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中
信沁园等154个小区和朝阳区
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等20个村
入选，相关典型经验得到进一步
推广。

“尽管去年以来新冠肺炎
疫情对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很
大影响，但截至目前，有若干小
区已成功实现高水平垃圾分

类。”北京市西城区统战系统建
言献策类信息工作特邀专家张
莲娜说，她自去年8月起参与社
区桶前值守志愿活动，对垃圾分
类工作的进展深有体会。

“垃圾分类工作调动了各
方社会力量。从基层来看，街
道、居委会、党委、社区志愿者
共同参与，从前期加大宣传到
定期进行调研、举行研讨会，党
建引领、多元共治推动着垃圾
分类工作的有效实施。”张莲娜
说，“建议扩大文明示范小区的
影响力，以小区或街道为单位
公布红黑榜，加强奖罚力度；通
过红黑榜警示做得不到位的
物业公司或街道管理者，挖掘
一些更好的示范点，以先进带
后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
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责任教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部
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同
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
欢政表示：“从垃圾分类的角度
来讲，公众参与是关键，一定要
把公众发动起来，才能够做好这
个工作。”

中国环境记协主席、全国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谢国

明也表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四位
一体都要发挥作用，缺一不可。

出台撤桶建站、定时投放
等解决方案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
军深入基层，通过对1400多个
小区进行调研，以及对国际、国
内相关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
提炼出社区垃圾分类机制的核
心模块，即撤桶建站、定时投放
和监督指导。

在马军看来，撤桶建站、定
时投放和监督指导三项措施既
是独立的模块，也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撤桶建站便于高标准
建设垃圾投放点、设置各种辅
助设施；定时投放则便于有限
的力量去指导和监督，提高效
率，降低二次污染；监督指导是
克服匿名化的关键环节，特别
是在最初的时候，要扭转长期
以来形成的痼疾必须强化监督
指导。”马军说。

关于此三项措施，北京工
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任连海表示，这是符合城市管
理实际的，并进一步说明了定
时定点投放垃圾的重要性：“撤
桶并站实际上是垃圾分类过程
中的举措之一，最终目的就是
要实现定时定点投放。只有定
时定点投放，垃圾后续的组织
收集、运输才能完成，人们良好
的分类习惯才能更快形成。”

此外，杜欢政认为，每个城
市都应做好垃圾处理的顶层制
度设计和规划，做到“三全四流
五制”。三全指的是垃圾全程
分类、全主体、全品种；四流是
指物资流合理、价值流增值、信
息流透明、环境流无害；五制是
指健全特许经营权的制度、空
间场地保障制度、减量补贴制
度、生产者延伸制度、绿色采购
制度。“垃圾分类问题不能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形成系
统解决方案。”杜欢政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近年来，与中小学教育惩
戒有关的社会事件频频登上热
搜。如何把握惩戒尺度，正确
引导中小学生，是广大教育工
作者及家长普遍关注的问题。

2020年 12月 23日，教育
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将教
育惩戒纳入法治轨道。《规则》
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规则》首次对教
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
定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
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
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
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

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在日常教学中，偶尔会有

一些学生在课堂上交头接耳。
一般情况下，老师适当点名批
评，对其进行引导即可。”辽宁省
辽阳市某中学的张老师告诉记
者，自己从未使用过体罚手段，
遇到不守纪律且特别淘气的学
生时，会在提醒无果之后选择
找班主任来处理；班主任如果也
没有办法，就联系学生家长。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 2019 年《规则》起草开
始，教育部共收到来自社会的
6400多条具体修改意见，其中
持支持态度的超过八成。从相
关调查结果来看，基层中小学
校长、教师普遍希望国家明确

教育惩戒规则，大多数家长也
对此表示支持。

《规则》明确，学生有下列
情形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
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
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
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
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
烟、饮酒，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
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
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
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或者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违
反校规校纪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程方平表示，惩戒不同于体
罚。惩戒是教育者让一些可能

犯了错的学生通过适当方式回
到正确的轨道上，是让学生主动
认识并改正自己错误的一种手
段；而体罚则是教育者单纯制造
身体痛苦让学生被迫服从的行
为，在现实中往往会起反作用。

对于惩戒的尺度，《规则》
划定了七条“红线”以防止实践
中个别教师将体罚和变相体罚
作为教育惩戒进行实施：以击
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
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
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
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
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因个人或
者少数人的违规违纪行为而惩

罚全体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教育
惩戒学生；因个人情绪、好恶实
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指
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
戒；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

程方平表示，惩戒制度永
远不应首先使用或者必须使
用，《规则》只是强调教师有这
样的权利。“教师在进行惩戒后
或者制定一些惩戒措施前，一
定要让家长知情和征得家长和
学生的同意；在实施惩戒后，一
定要及时和学生沟通，告诉他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注
重倾听学生的想法，避免其产
生消极情绪；家长和学生认为
惩戒有不当的地方，也可以申
诉和辩解。”程方平说。

定时定点投放或可破垃圾分类瓶颈定时定点投放或可破垃圾分类瓶颈

教育惩戒新规将于3月1日实施，划定七条“红线”

青岛首批氢能源公交车
上路运行

1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首条
氢能源公交运行线开通仪式在山东
自贸区青岛片区举行。据了解，氢
能源公交加注一次氢气仅需15分
钟，满载续航里程可达 300公里，
全程零污染。目前，首批50辆氢能
源公交车将陆续在青岛真情巴士
811、30路等线路运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 贾佑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