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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彪 陆小成

“双碳”目标对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新要求。生活垃圾的低碳化
处理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加
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
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支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生活
垃圾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城市生活
垃圾从产生、收集、清运到最终
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均有着不
容忽视的碳排放量形成，是城
市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不可
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
城市生活垃圾的低碳化处理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生活垃
圾生产到处理的整个流程中蕴
藏巨大的碳减排潜力。

目前，由于存在不合理、不
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垃圾
的产生量依然在快速增长。加
强城市生活垃圾的低碳化处理，
应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技术与
政策路径，从源头减量化入手，
减少厨余垃圾、纸张塑料类垃圾
的产生，控制垃圾回收清运环节
的碳排放，切实降低生活垃圾全
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量，才能更
有助于推动城市生活的碳减排，
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快
实现“双碳”目标。

以厨余垃圾减量化
为前提条件

厨余垃圾通常占到城市生

活垃圾的一半以上，且含有大
量水分，是推动城市生活垃圾
低碳化处理的前提环节和重要
源头。如果生活垃圾混合到其
他垃圾中，会严重影响后期处理
效率，降低能源回收效率，增加
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从源头
上减少厨余垃圾，是减少城市生
活垃圾碳排放的关键路径。首
先，应当积极推广净菜进城，通
过宣传引导、财政补贴、技术改
进等手段，引导企业尽量在蔬菜
生产地完成蔬菜分级、切削、清
洗等工作，从源头上减少进城厨
余垃圾数量。其次，应当建立企
业责任制，明确蔬菜批发零售企
业、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企业在
厨余垃圾减量化方面的责任，对
企业完成程度进行相应的奖惩，
做到最大程度的垃圾就地处理，
多方携手将厨余垃圾产生率压
缩到最低。第三，在厨余垃圾重
点企业推广厨余垃圾处理专用
通道与设备，减少厨余垃圾水
分，降低最终处理难度。第四，
鼓励市民每次买菜控制总量，以
够吃、吃好、不浪费为原则；鼓励
市民落实光盘行动，注重健康养
生，避免舌尖上的浪费，做好居
民厨余垃圾专项回收。

以废纸塑料垃圾减量化
为重点领域

废纸与塑料是城市生活垃
圾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单
位质量含碳量最高的垃圾类
型。由于两者都是工业制成
品，在其生产过程中也将产生
大量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纸
张塑料的快速增长，将对控制
生活垃圾碳排放带来较大隐

患。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和
使用环节出发，严控纸张塑料
垃圾产生，是控制城市生活垃
圾碳排放的长远之策。首先，
应当建立生产者责任制，从产
品设计层面出发，对产品设计
生产企业制定相应的减量原则
与目标，要求消费品与产品包
装设计生产企业在产品设计上
尽量减少纸张、塑料等包装品
的使用，并要求包装设计尽量
有利于回收利用。其次，减少
塑料纸张生产过程中的碳排
放，积极革新生产工艺，采用低
碳化的生产流程，降低能耗。
再次，降低纸张塑料制品使用
过程中的垃圾产生，推动企事
业单位实现无纸化办公，真正
减少办公过程中的纸张使用；
通过一次性餐具单独收费等政
策，推动消费类企业及消费者
降低一次性餐盘等纸质塑料产
品使用；通过降低生产水费等
方式，鼓励可降解的玉米塑料
和生物制品使用推广。

以强化生活垃圾分类
为重要抓手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减少
城市环境污染、减少资源能源消
耗、构建良好人居环境、推动城
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应科学引导居
民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资源的
利用率，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科学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是循环化资源利用和末端低碳
化处理的必要途径，可有效提高
资源循环利用率，降低碳排放。
应加快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

与回收的激励制度，鼓励更多企
业参与到垃圾分类、回收运营及
技术创新中来，提供上门分类等
生活服务，实现垃圾回收全生命
周期服务；建立针对城市居民的
垃圾分类激励机制，引入和完善
积分制，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实现
垃圾回收则可获得相应积分，激
发市民参与分类、回收的热情
和主动性；引进新型垃圾分类
装备，如智能垃圾桶、智能感应
播报系统、“破袋器”和自动分
拣站等垃圾分类“利器”，帮助
居民更便捷地实现垃圾分类。
同时，建立严格的处罚机制，对
于不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的行
为，加强监督和惩罚力度。此
外，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绿色低
碳发展的教育和宣传，让绿色、
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以垃圾清运碳减排
为关键环节

垃圾清运碳减排是垃圾处
理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是连接
垃圾分类回收和最终处理的重
要枢纽。应推广新能源运输设
备开发和使用，更换密闭式的垃
圾运输车辆，切实降低运输户设
备碳排放。提高垃圾中间运输
效率，系统设计垃圾桶、密闭站、
中转站安放位置，优化垃圾清运
线路与清运方式，建立科学合理
的城市垃圾清运系统。加强垃
圾转运站的环境卫生治理，提高
城市生活垃圾的中转效率，鼓励
垃圾回收清运企业利用大数据
技术，提供线上预定、上门回收
等新型垃圾清运服务项目，全面
优化垃圾清运流程，促进垃圾清
运环节实现绿色低碳化。

以创新最终处理方式
为有力支撑

作为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过
程中最直接的碳排放环节，垃
圾的分类程度、含水量、处理方
式都会影响到最终处理的碳排
放。应以创新城市垃圾最终处
理方式为有力支撑，采用先进
的、绿色低碳的处理技术和处
理方式，加快淘汰传统简单填
埋模式，以更加资源集约、绿色
低碳、循环利用、生态环保的
处理方式切实推动垃圾变废
为宝，有效推动最终处理环节
的循环再利用与低碳化处
理。一方面，应合理规划，建
立综合性的生活垃圾处理基
地，统筹优化焚烧发电、卫生
填埋、生物发酵等生活垃圾最
终处理结构，早日实现城市垃
圾零填埋，引入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增强
垃圾处理设备的智能化水平，
改进垃圾末端处理设备，提升
垃圾末端处理效率。另一方
面，应当提升垃圾焚烧发电效
率和发酵制沼气效率，引入更
适于分类后垃圾处理的厨余
垃圾预处理、低热值垃圾焚烧
等专用设备，利用垃圾热解、
等离子处理等新型处理工艺，
提升电力、沼气、热汽等能源
产出效率，实现更智能、更高
效的能量回收利用，推动传统
能源替代，减少能源生产环节
的碳排放量，推动城市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第一作者系北
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系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郭子龙 王剑文

宋韵文化即以宋朝时期的
历史脉络为根基，传承发展所形
成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
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宋
朝文化繁荣，对中国历史文化及
周边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江省杭州市拥有丰富的宋韵
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杭州的宋韵
文化资源，展示杭州独特的历史
建筑、宋代文学、传统民俗等宋
韵元素，呈现宋代传统文化的独
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识别宋代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
既拓宽了历史文化保护视角，丰
富了宋韵文化理论研究，又有利
于深入挖掘宋韵文化的丰富内
涵，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和转
化利用，构建宋韵文化品牌，让
古老的宋韵文化重焕新生。

杭州具有弘扬传承
宋韵文化的良好基础

杭州内蕴历史文化名城的

特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
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是
杭州打造创新活力之城的基
础。历史文化名城和创新活力
之城是杭州的城市特色。

杭州拥有宋韵文化的历史
文脉。南宋时期，杭州达到了
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顶峰，其
高度发达的“市民化”社会是杭
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特点，同
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推
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宋韵成
为此地文化“金名片”。小到一
片传承千年的茶叶，大到一座
皇家宫殿遗址保护，千年宋韵
文化在杭州传承至今，依然迸
发出强大生命力。

加强宋韵文化历史传承
尽快弥补现实短板

宋韵文化遗存不足、文化
体验空间不足。对于宋韵文化
挖掘，建筑空间缺乏，制约了宋
韵文化与旅游进一步融合发

展。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宋韵
文化遗址遗迹的留存在杭州相
对零散而且不成规模，导致宋
韵文化的挖掘成果难以集中展
示、有效转化，宋韵文化的品牌
标识也缺乏有效支撑。

宋韵文化社会影响不足。
杭州的宋韵文化品牌虽然在不
断打造，但深入宋韵文化与旅游
融合研究不够，整体品牌打造缺
乏总体科学规划；品牌宣传专业
策划不够，尚未形成品牌传播的
拳头产品和特色标志；在杭州实
施国际化战略的大背景下，还不
足以成为文化旅游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良好支撑。

深入打造高水准宋韵文化
传承展示中心

完善宋韵文化综合保护规
划。近年来，关于南宋文化研
究的资料不断在完善，比如《南
宋史研究丛书》《南宋临安城遗
址——皇城遗址保护规划》《玉
皇山南综合整治修建性详细规

划》等，形成了综合保护规划体
系，要继续充分发挥两宋史研
究中心作用，邀请两宋史研究
知名专家，继续开展两宋政治、
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
诸多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强化宋韵文化整体保护工作。

推进宋韵文化遗迹整体修
复。启动宋韵文化相关系统工
程，重点着力于南宋皇城工程
遗址保护工程。南宋皇城大遗
址综保工程涉及25个重大项
目，这些空间总体侧重复兴宋
式空间营造方式，以文化旅游
融合为引领，民生共享为落脚
点，打造一个文化挖掘、IP创
新、深度体验、融合传播、产业
升级的文旅闭环，形成内生良
性循环，持续提供优秀的文旅
产品和服务，全力建设国家级
的文化高地、最佳旅游目的地、
文旅融合样板地。

构建宋韵文化IP品牌产品
体系。注重两宋文化品牌塑
造，加强两宋文化品牌传播的
总体设计，塑造“两宋文化国际

体验区”，塑造“两宋礼雅、西子
皇冠”IP；注重两宋文化有形化
传播，通过地名规划、遗存保
护、地标打造、老字号品牌设
计、衍生品开发、两宋文化主题
舞台剧、文学作品（网络文学）、
电视剧等形式推动两宋文化的
有形化传播，注重南宋文化活
动升级。

创新宋韵文化数智模式管
理。以南宋皇城大遗址综保工
程为着力点，可以通过遗址的
原貌展示、模拟展示、覆罩展示
和标识展示等形式，运用声光电
等数字化展示手段，增强相关宋
韵文化的可看性，原汁原味地复
原南宋皇家宫苑建筑和江南园
林景致，丰富观众现场体验感，
全面呈现德寿宫遗址、临安城遗
址和更多南宋时的经济、文化、
社会面貌。（第一作者系杭州国
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
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浙江警
察学院讲师，第二作者单位系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
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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