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零废弃社区示范项目”致力于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将连续三年支持中国民间组织
建立零废弃社区示范点，推动社区采用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再生原则进行废弃物管理——

全国仅4个联合国示范项目，看城阳这个社区的探索实践

相关链接

农村厨余垃圾堆肥正当时
自2019年起，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社区厨余堆肥

模式在青岛不断探索和改进。目前，全市共设置堆肥
箱（桶）6427 个，最小桶每次产肥 5 公斤，最大桶产肥
300公斤。除了城市社区堆肥外，农村厨余垃圾堆肥也

“风生水起”。
莱西市日庄镇盛产无核葡萄、西兰花、葡萄、草莓

等果蔬产品，其产业末端产生的生物质资源丰富，蔬
菜生产加工以及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数量日益
增多，垃圾处理负担逐年增加，且大量有机质资源被
浪费。

对此，日庄镇投资100余万元在沟东新村、白石新
村建设堆肥车间和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在沟东新村堆
肥车间，通过采用传统的堆肥模式，将收集到的厨余垃
圾，混合瓜蔓、牛粪等农业生产废弃物，利用高温好氧
发酵堆肥工艺，通过酵菌剂发酵物料，生产出符合标准
的有机肥，真正做到进去是垃圾、出来是农田的宝物。
目前，该堆肥车间每年可生产有机肥200吨以上，减少
村民有机肥花费约20万元。

在白石新村生活垃圾处置中心，建设垃圾集中收集
点、酵素生产车间、生态农业循环示范园等六大功能区，
通过引入高温好氧发酵生物多效堆肥、生物除臭、菌剂扩
繁与酵素制作等先进技术，可将分选后的厨余垃圾、农
村生产性果蔬垃圾等进行后加工，生产出具有提质增效
和生防效果的生物多效堆肥，就近消纳使用，降低厨余
垃圾处理和运输成本，解决污染问题，并得到直接返田
的优质有机肥，提高了土壤地力。目前，该生活垃圾处
置中心年可处理厨余垃圾、农村生产性果蔬垃圾1万吨
以上，酵素年产量120吨以上，增加亩产15%以上，形成

“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发展绿色农业”的
良性循环。 贾 臻

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国家项目专家组来到城阳
区城阳街道大北曲西社区，
实地观摩调研“零废弃社区
示范项目”推进情况，对青岛
开展垃圾分类助力零废弃社
区建设，推进“可持续生产生
活方式”的做法和成效给予
肯定。

2022年8月，大北曲西社
区入选首批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零废弃社区示范项目”。
首批示范项目全国仅有4个
社区入围，分别位于北京、深
圳、成都和青岛。该项目致
力于中国的“无废城市”建
设，将连续三年支持中国民
间组织建立零废弃社区示范
点，推动社区采用减量、重复
使用、循环再生的原则进行
废弃物管理，加强民间组织
和 社 区 在 垃 圾 治 理 中 的
能力。

“之所以将项目落户在
城阳区城阳街道大北曲西社
区，是基于城阳区、城阳街
道、大北曲西社区以及社会
组织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的
推进模式。这将对‘无废社
区’以及‘无废城市’的建设
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
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项目
协调员刘怡在调研大北曲西
社区后这样说。

青岛被列入“十四五”全
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名
单，制定并出台了《青岛市

“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将生活垃圾分类和源头
资源化循环利用作为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提高基层现代
化治理水平，打造“无废城
市”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任
务。这也为青岛垃圾分类工
作向着更高水平推进提供了
一个思路和契机，即当垃圾
分类居民参与率以及准确率
达到一定水准后，有没有更
进一步的措施调动居民积极
性？能不能通过政府、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多方共建无
废城市、推动城市绿色发
展？城阳街道的实践给出了
答案。

分类准确率达到95%后
向着“零废弃”全力进发

“真是神奇的变身！”3月 15日上午，城阳街道大北曲西社区的
居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幕：原来满满的 10个落叶筐经历了一个冬
天的“瘦身”，只剩下不到一半落叶了。

大北曲西社区落叶堆肥组长纪暖尚带领队员们在给“瘦身”的
落叶筐合筐，他一边整理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零废弃示范社区”落叶
堆肥筐的标志，一边说：“老人说落叶归根，落叶堆肥既实现了零废
弃行动，又实现落叶自然归根。联合国零废弃示范社区项目启发了
我们源头零废弃的智慧和行动，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居民环保意识的激发和参与零废弃行动的积极性，源于该社区
有力、有效的垃圾分类工作。

作为村改居社区，大北曲西社区原有72个垃圾桶点位，撤桶并
点后只有 4个垃圾投放点。很多人担心撤桶并点会遇到困难——
原来“扔垃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居民们需要走较
远的距离投放，属于破旧立新，这无疑是一场自我革命，难度可想
而知。

为让居民更快地适应这一新变化，从“撤桶并点”的科学选址到
细致调研，社区前期做足了功课。社区组织人员考察遍小区各个角
落，从距离、位置以及居民意见等方面，综合考虑新址选择，形成了
更加合理的点位方案。在原有的垃圾桶点位上重新绿化补植，用告
示牌温馨提醒居民点位变更。同时，根据小区每天各类垃圾的“产
出量”，社区按需设定各色垃圾桶的配置比例，确保不会出现“冷热
不均”现象。

撤桶并点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如果没有居民的充分理解和积极
参与，是不容易成功的。为了让撤桶并点尽快落地生根，社区党员
干部率先垂范，以“传、帮、带”的形式向居民广泛宣传，不仅普及垃
圾分类、投放知识，还针对部分居民困惑的“分好类的垃圾是否被分
类运输？末端是否被良好处理？”等问题一一解答。

制度建设是垃圾分类工作能否长期实施的重要保障，奖罚分
明，才能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的行动自觉。社区将垃圾分类写进村
规民约，同时在小区设置垃圾分类红黑榜。对分类好的居民通报表
扬，并进行物质奖励；实施积分管理，开展积分换购垃圾袋、抽纸等
活动。利用大屏幕对不按规定分类、乱丢垃圾的不文明行为曝光，
将垃圾分类事项与福利待遇挂钩，通过正面激励与强制惩罚，让居
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从“受约束”到“成习惯”，切实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长效化、常态化。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大北曲西社区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达到
100%，准确率更是达到了95%以上，这为联合国“零废弃社区示范项
目”落户社区奠定了基础。

在被选中之后，大北曲西社区的居民们从“不相信”变成了“加油
干”。

“说实话，我们也没想到全国仅 4个的示范项目会落在城阳街
道大北曲西社区！”城阳街道园林环卫服务中心负责人于光林说，项
目落户后，街道上和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徐进取得
联系，共同商议如何推进项目落地。自此，一个政府、社会组织、居
民多方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正式形成。

“零废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倡导的零废弃行动，是唤
醒和赋能群众，有烟火气、有操作性、有创造性、有获得感的零废
弃。应季而生的落叶厨余堆肥和零废弃花园，变废为宝的环保酵素
和废油制皂，都是人人可参与可获得的源头减量和绿色循环。”徐进
对于大北曲西社区的零废弃项目给出了自己的设想。

在街道社区带动下，在社会组织具体推动下，大北曲西社区开
始了从垃圾分类到“零废弃”的进阶之路。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在社区里建设了 10个落叶收集筐，发动居民用于收集冬季落
叶和厨余垃圾，经过发酵后生成可回收利用的土壤。同时，还在社
区里开设酵素课和香皂制作课，利用果皮、废弃油脂制作酵素、
香皂。

一套流程下来，参与的居民越来越多，不少居民拿着自己制作
的酵素、香皂当成“独一无二”的礼物送人。在参加完酵素制作课程
后，社区的一位女士高兴地说：“废弃油脂倒了堵下水道，果皮烂了
味道也很大，现在都变废为宝了。再这么下去，家里的很多垃圾都
不用扔了！”

大北曲西社区的成功案例，也给了城阳区和城阳街道更多的启
发和动力。据了解，城阳街道将推广大北曲西社区的成功经验，打
造“无废街道”。而城阳区也将借助大北曲西社区“零废弃社区”示
范项目，推动社区共享花园建设，在青岛奥林匹克雕塑文化园打造
一处小型园林绿化垃圾就地处置示范点。

借力破题垃圾分类难题
商品房小区建成“熟人社区”

垃圾分类不仅关系居民个人文明习惯养成，更关系着基层治理
的社会大命题。

在青岛垃圾分类实践中，商品房小区是一直需要破题的“难
题”。在城阳街道的玫瑰里小区，通过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动，不
仅有效解决了商品房小区垃圾分类问题，还通过一个个活动将原本
陌生的邻居变成了“熟人”，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

每天上午9点，玫瑰里小区的堆肥员马加瑞都会对当天堆肥的
厨余垃圾进行拍照，并详细填写由南京大学开发的堆肥小程序，记
录堆肥箱的堆肥阶段、堆肥温度、厨余垃圾状态、重量以及厨余垃圾
的新鲜程度。“从最初的不习惯，渐渐变成了每天生活的必需，看着

厨余垃圾变成了一袋袋可以用于社区生态花园种植的黑金土，心里
有说不出的高兴。”马加瑞说。

在如今的玫瑰里小区里，“睦邻之家”“垃圾分类箱站”“厨余堆
肥示范站”“睦邻生态花园”像一串闪耀的珍珠挂在胸前，穿起珍珠
的金线是一个一个热爱绿色生活、友善邻里的垃圾分类志愿者。

在垃圾分类过程中，让大家从“知晓”到“动手”，是最难的环
节。为此，玫瑰里小区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绞尽脑汁。为确定垃圾
分类厢房的位置，大家逐户敲门入户征集意见，最终通过“民意”选
出放置位置。为了让大家主动动手分类，玫瑰里小区成立了“睦邻
妈妈”团队，从最初的一个人发展成为一群人，利用妈妈、孩子的亲
子关系，串起邻里之间的感情，将陌生人变成熟人。

在玫瑰里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和绿色可持续生活的过程中，从
“红色小楼长”的集结，到“一勺米邻里情”成为社区名片，从睦邻之
家的共建，到睦邻花园的共创，都离不开社区里热心担当的“睦邻妈
妈”。

庄坤是“睦邻妈妈”的发动机——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你
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热爱绿色生活的她深深地知
道，枯燥的宣传难以带来行动的改变，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倡导，要
从人们感兴趣的活动入手，通过自己的实践，让周围的人看到生活方
式改变带来的益处，从而唤醒和凝聚更多的居民，共同探索绿色健康
可持续生活的N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认知和意愿。

为此，你我创益社会服务中心联合社区、物业、居民们共同发起
的“一勺米邻里情”行动连续两年举办，已成为玫瑰里的名片，深深
地嵌入到居民生活中，让社区更有温度。活动鼓励“红色小楼长”叩
开陌生邻居家的门，从捐一勺米开始，认识身边的邻居，身体力行关
心邻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创建有温度的“熟人社区”。

生人变熟人之后，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也就容易很多。
每天傍晚5点到晚7点半，垃圾分类指导员邴月英打开分类厢

房的大门，玫瑰里小区的女士们就陆陆续续聚到分类厢房门口聊
天。“我真的很喜欢、爱惜、认可这份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工作，瞧，我
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异味，就像自己的家。邻居们都
爱来这里坐坐，这是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肯定。感谢垃圾分类给我这
个平台，让我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看见来投放垃圾的居民真高
兴，真有活力！”邴月英一边说，一边拿来小凳子。“邻居们参与垃圾
分类积极性很高，小到 3岁小孩子大到白发长者，都以参与垃圾分
类为荣，有很多老人分类做得特别好，我还记下了他们的门牌号和
联系电话。”邴月英说起垃圾分类做得好的邻居，如数家珍。“有些年
轻人工作忙，分类不彻底，我总是先接过来，然后说，没关系，我帮你
挑……人心都是肉长的，慢慢就会好的。”

看见分类带来的环境变化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垃圾分类的有
效策略。玫瑰里小区“厨余堆肥站”和“睦邻生态花园”，是分类循环
带来环境变化的佐证，更是睦邻友好的见证。

政策资金支持
助力垃圾分类开启新模式

垃圾分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面庞大。这其中，居
民自主参与的意识很重要，但也离不开政府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
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同时，探索社区厨余堆肥工作，城阳区开启了垃
圾分类的新模式。

据了解，城阳区社区厨余堆肥工作开展与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宣
教工作同步推动，最早起步于2019年9月。从2020年开始，每年设
立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项目专项奖补，对当年初次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生活垃圾处置项目，按日处置规模发放一次性项目奖补，社区厨
余堆肥项目每个5万元；项目运行后根据实际处理量按每吨200元
发放减量补贴。通过项目奖补和减量补贴的发放，激励街道、社区、
学校积极探索厨余堆肥实践。截至目前，共发放社区（学校）就地堆
肥项目一次性补贴140万元，发放减量化补贴10.92万元。

除了对具体项目进行奖补，城阳区还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建设
培训中心，提供厨余堆肥技术支持。2021年，区财政投入资金28万
余元，采购第三方对顺德居原有的厨余垃圾堆肥空间进行优化提
升，打造“城阳区社区厨余堆肥培训推广中心”，包含厨余堆肥区、腐
熟区、种植区、培训区，合计超过 300 平方米；展示堆肥砖箱、木质
箱、金属方箱、落叶圆箱、生物膜堆肥箱等多种社区厨余堆肥设施。
同时通过实地参访学习和厨余堆肥系统工作坊、现场实地走访指导
培训、远程厨余堆肥动态咨询指导等方式为全区提供厨余堆肥培训
服务。截至目前共推动18个小区、7个学校开展厨余堆肥。

为让堆肥成果更可观可感，城阳区还共建社区花园，打造社区
微循环体系。在顺德居、玫瑰里等小区陆续建成“绿循环花园”，实
现垃圾分类收集房与厨余垃圾堆肥花园无缝对接，打造垃圾分类社
区微循环体系。小区居民每天将生活中产生的菜叶、菜帮、果皮、剩
饭等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起来，在定时投放时间投放到小区的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房，再由社区工作者统一运至厨余垃圾堆肥池堆肥发
酵，变“废”为“肥”，成为小区花园和绿化的重要肥料，实现资源就地
利用。

学校是垃圾分类、建设“无废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阳区采
用家校社联动方式，结合“零废弃校园”建设，在校园推广分布式微
型堆肥点，组织师生共同践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和校园厨余
垃圾就地堆肥还田。学校开设绿色实践课堂，组织师生利用堆肥
产物在校园实践田中播种蔬果、栽培绿植，激发学生及家庭参与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通过建设分布式厨余垃圾微型堆肥点，助力
校园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形成垃圾分类、资源利用与绿色课堂的有
机结合，带动全校学生积极倡导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营造
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

贾 臻 文/图

■玫瑰里
小区居民利用
厨余垃圾和落
叶进行堆肥。

■沟东新村居民在堆肥车间忙碌。

■玫瑰里小区堆肥员马加瑞在对堆肥箱测温。

■大北曲西社区居民在学习用果皮、
废油脂制作酵素和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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