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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接力传爱心

明港工业管理区表示全力解决丁庄小学缺口资金
本报讯（记者郝光）

7

月
12

日一
早，按照事先的约定，记者驱车来到羊
山新区， 与网友“狙击手”、“子涵”见
面， 带着各位网友的一片爱心来到了
明港工业管理区（原平桥区兰店乡）。

明港管理区人武部部长胡珩首
先对媒体和网友关注丁庄小学的教
育表示了感谢。他告诉我们，可能由
于信息不畅的缘故，丁庄小学无钱修
路一事他们并不知情，在网上和报纸
上看到这一消息，工业管理区的领导
班子都很重视，特别安排他全权负责
把丁庄小学的困难问题解决好。

在丁庄小学，记者看到教室里仍
然有讲课的声音，校长王安有告诉我
们这是郑州大学的学生暑期下乡支
教给孩子们补课

.

。 他带领我们查看
了孩子们平时上课的教室和吃饭的
食堂。胡珩表示，学校所需资金的问
题不用担心，管理区会全力解决这个
问题。

“狙击手”和“子涵”代表各位关
心丁庄小学的网友对明港工业管理
区表示了谢意，他们表示将会继续关
注丁庄小学和其他学校的孩子们，尽
全力帮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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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劳动者

炎热酷暑，河岸边的柳树下俨然成了市民们乘凉的好去处。而负责这里清
洁的环卫工人却无暇享受，他们需要的是时刻保持这里的清洁。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正是最热的时候，空手走一趟都会热得汗流浃背。记者看
见一位穿着橙色环卫标志坎肩的老人拉着环卫车慢慢走着，别人看的是风景，他
的眼神一直瞅着地上，看看哪里有扔掉的纸屑、饮料瓶子，哪里有落下的树叶枯
枝。这位老人身上已经被汗湿透，从镜头里望去，一道道的汗水让老人的皮肤显
得有些发亮…… 郝光摄

何时才能变废为宝

李小然
传统观念认为，垃圾是废物且有害。

故而， 常常把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比喻为
“垃圾”。时代变了，观念也随之变化，尤
其是科技的发展， 我们对垃圾产生了一
个全新的认识， 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垃圾
不是“废物”，而是一种再生资源的“宝
贝”。然而，我们却由于种种原因，竟然把
“宝贝”当做废物给扔掉了。对此，我们或
全然不知，或明知故犯，岂不令人痛心？

近几年，市政府加大环卫投入，更新

了
1500

多个垃圾桶， 其中双筒型大约有
800

多个。然而，财力的投入，却成了“美
丽的摆设”。原因何在？据记者实地采访
了解，是因为市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市
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 环卫工人混装运
送、我市暂未实行垃圾分类，其次是我市
还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垃圾分类处理，相
关设施不完善， 垃圾运输和终端的垃圾
处理环节上，都还没有实质性的“分类”

等等。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却觉得有很多
应该改进的地方。 在我们建设文明城市、

生态城市、 美丽城市和魅力城市的当下，

更应当让市民认识到正确处理生活垃圾，

对城市生态环境和市民生命健康的重要
性；再者，既然我们“相关设施不完善”，还
无力进行垃圾分类，把有限的财力放在分
类垃圾箱的建设上， 是否有“秀美丽”之
嫌？何不退而求其次，多花点精力做一些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等基础性工作。

令人欣喜的是，据悉，我市将引资建
设垃圾无害化分类处理企业， 垃圾的变
废为宝即将变为现实，资源再生、环境友
好、 生态文明的阳光将照耀在信阳的大
地上。因此，真诚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
能从自己做起， 自觉地将可利用的垃圾
都变为美化和建设城市的“宝贝”。

分类垃圾箱的“尴尬”

近年来，许多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市
中心城区许多宽阔的马路人行道旁，增添
了一个个端庄亮丽的分类垃圾箱。 然而，

又有多少市民在丢弃垃圾时会分类呢？又
有多少市民懂得分类垃圾箱的作用呢？

昨日，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市环
卫处。

分类垃圾箱成了“美丽的摆设”

记者在市环卫处了解到， 近年来，中
心城区已经更新了

1500

多个垃圾箱，其中
双筒型大约有

800

多个，还有
700

多个单筒
的垃圾箱。

在胜利南路，记者看到，这条街上的
垃圾桶就是双筒类型的。黄色筒盛放不可
回收垃圾，蓝色筒盛放可回收垃圾。然而，

仔细查看， 这些垃圾分类箱却是个“摆
设”。虽然箱子上面写着分类，但垃圾箱里
垃圾并没有分类。

在中心城区东方红大道、民权路等主
干道上，均摆放了分类垃圾箱，但记者随
手打开一个可回收垃圾箱，却发现里面放
了一些果皮等不可回收的垃圾；而不可回
收垃圾箱里却放了一些可回收垃圾。大部
分市民都是不假思索地将垃圾扔进垃圾
箱，很少有人按垃圾箱的标识分类投放。

在市区解放路上，记者看到一个垃圾
箱旁边堆满了垃圾， 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一位女清洁工被问到垃圾分类的情况时，

不以为然地说道：“垃圾分类
?

能把垃圾扔
到垃圾箱里就不错了。

我市的分类垃圾箱根本无分类，分类
垃圾箱成为一道美丽的“摆设”！

市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
采访中，不少行人向记者坦言，虽然

分类垃圾箱上标有“可回收”、“不可回收”

字样，但并不十分清楚哪些属于“可回收”

垃圾，哪些属于“不可回收”垃圾。

市区的一些住宅小区是产生生活垃
圾的主要源头。但大多数小区居民并未对
垃圾进行分类，而是把垃圾往垃圾箱里一
扔了事。

“您知道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如何区分么？”面对记者的提问，一位正在
往垃圾箱内扔东西的女士说：“果皮应该

是可回收垃圾吧。”在市区中山南路，当记
者问一位正在扔垃圾的男士，扔垃圾时是
否会分类？ 该名男子说：“哪个筒离我近，

我就扔到哪个筒里， 不会考虑能不能回
收。”

市民刘女士急匆匆地赶去上班，为
了节省时间， 她在单位附近的早餐店买
了两个包子、 一杯豆浆边走边吃。 吃完
后，刘女士一手拿着盛装包子的塑料袋，

一手拿着空的纸制豆浆杯， 向马路旁的
垃圾箱边走去。在分着“可回收物”和“不
可回收物”的垃圾箱前，刘女士犹豫了一
下，随手将垃圾都扔在了“不可回收物”

的箱内。

记者采访了几位社区居民，大家都认
为“垃圾分类宣传力度还不够大，有的人
实在不知道怎么分，也不会分。”

环卫工人混装运送
记者从市环卫处了解到，我市每天的

生活垃圾处理量非常大。

记者观察到，环卫工人在清理垃圾箱
时并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而是全部
倒在人力车上。“为什么没有分开处理垃
圾箱里的垃圾？”“垃圾清运车只有一个车
厢， 没有隔断， 所有垃圾都是混放在一
起。”环卫工人张师傅告诉记者。由于垃圾
清运车并没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分离

隔断， 他们在收集垃圾箱里的生活垃圾
时， 只能将其一股脑地倒入清运车辆内，

而没办法区分。

在胜利南路垃圾转运站，只见环卫工
人将从街上扫来的垃圾和垃圾箱里的垃
圾统一放到这里。另外，还有附近几个小
区的生活垃圾也都在这里，垃圾并没有分
类，然后装到大垃圾车里运往垃圾填埋场
处理。看来，即使分类垃圾箱里的垃圾分
类了，最后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垃圾仍
然会再次“相聚”。

我市暂未实行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目前在我市暂未实行，原

因很多：一方面我们的条件跟不上，相关
设施的不完善，垃圾运输和终端的垃圾处
理环节上， 都还无法实行实质性的“分
类”；一方面市民分类投放的意识不强，也
不知道如何分类，分类垃圾箱因此没有起
到分类的作用。

在市环卫处，一位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 垃圾分类回收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
势，设置环保分类垃圾箱也是为以后垃圾
分类打基础。目前，华新水泥信阳分公司
正在建设一座日处理垃圾

800

吨的垃圾处
理中心。建成后将彻底改变信阳市以往生
活垃圾“填埋焚烧”的处理模式，更为关键
的是， 该中心还可对垃圾进行自动分类。

也许到那时，这些双筒垃圾箱才会真正实
现其存在的价值。

全民参与，从我做起

有人说，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然而，要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垃圾分
类收集是先决条件。

据了解，垃圾分类收集之所以在我
市受到“冷落”，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垃
圾分类知识尚有欠缺； 另一个方面，就
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后续机制和相应设
施不健全。

垃圾分类收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
用的收集方法，这不但可以提高废品回
收率， 而且可以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还
有助于有害垃圾的单独处理。

生活垃圾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如何对其进行清理回收、 无害化处理及
再利用，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环保课题。如
果，市民能够提高垃圾分类意识，使得生
活垃圾在一次清运时就可以得到分类；

如果，市环卫部门能够进一步克服困难，

提升垃圾分类处理的能力， 相信我市距
离垃圾回收的细化分类处理不会太远。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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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