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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手记

认识垃圾的前世今生
青岛同安路小学 郐清然

上周末，我参观学习了垃圾的
“前世今生”，对垃圾有了全新的认
识。原来，垃圾经分类后扔到垃圾
桶，只是垃圾变废为宝的开始。

说到厨余垃圾，我脑海里浮现出
那些容易腐烂的菜叶子、鸡蛋壳。研
学老师介绍，厨余垃圾也是一种资
源，经过发酵处理后可作为肥料、饲
料。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从家里
带来的厨余垃圾做起了“大地汉堡”，
并学习了落叶堆肥的科学原理。

在胶州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园，
生活垃圾在这里被分类处理、分解应
用，垃圾变成了电能、热能等。在这
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像博物馆一样的
垃圾展示厅，炉渣、飞灰、污泥、渗滤
液等陈列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通过魔法互动墙很直观地看到了生
活垃圾是如何循环利用的。

妈妈说以前的垃圾场是露天堆
放，异味、环境污染都无法避免，但是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像开放厨房一样
的垃圾处置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想象这些我们认为毫无用处的垃
圾，在科技加持下，反哺着我们的生
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人人参与，
我们的生活环境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神奇的垃圾处理技术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李梦坤

我们每天扔进垃圾桶的垃圾都
去哪里了？处理过的垃圾又去了哪
里？带着这些问题，11月16日下午，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踏上了探秘垃圾
如何变废为宝之旅。

在老师指导下，我们体验了厨余
和绿化垃圾堆肥。大家把从家里带

来的果皮菜叶等餐厨垃圾倒进了堆
肥箱里。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了解到
了垃圾自然分解转化为肥料的过程，
而且堆肥的土壤比化肥更有利于植
物生长。

我最感兴趣的环节是参观垃圾
转化为电力的过程。在一个很大的
玻璃前，我看到一个巨型爪子，抓起
垃圾投入焚烧炉，进行发电。老师讲
解道，我们家里产生的垃圾，运输到
垃圾处理厂，通过焚烧，产生电力，最
后又输送到我们的家里，形成了一个
完美的循环。这次参观学习，我学到
了很多垃圾处理的知识，我明白了只
有保护好环境，我们的地球家园才能
变得更加美好。

秋叶的归宿
德县路小学 刘依依

沉浸在秋天的金灿灿里，此时，
花儿不是主角，美丽的叶子闪亮登
场，晚报小记者来到城阳区垃圾分类
低碳循环示范宣教基地，感受这秋
韵。秋天的叶子有黄色的、红色的、
黄褐渐变色的……落到地上，像给大
地铺上了花毯子。

我们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这么
多落叶，焚烧会产生气体，也会造成污
染。现在有了新的办法，让它们变废
为宝。于是用“大地汉堡包”的方法，
将落叶堆肥。这是个神奇的过程。经
过几个月，它们就变成了沃土，非常有
营养的花肥土。我就想，家里姥爷养
的花花草草一定很喜欢这样的土。

我们还去参观了胶州的废弃物
处置产业园，巨大的机械手把废弃物
加工处理，真是人类的好帮手。以前
觉得垃圾很脏，现在我改变了看法，
垃圾可以变成宝贝，还有利于城市发
展，我们应该节约资源，也应该尊重
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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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可以和落叶一起堆肥，制作“大地汉堡”为
土壤追肥；100吨的垃圾经过循环利用最终只剩下3吨

“飞灰”……11月16日下午，青岛市城市管理局联合青
岛晚报，组织小记者走进城阳区垃圾分类低碳循环示范
宣教基地和胶州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园区，在研学老师
的讲解下，参观学习落叶堆肥，近距离观察学习生活垃
圾如何被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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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堆肥，反哺大地

秋天是落叶的季节。脚踩落叶，小记者第一站来到
城阳区垃圾分类低碳循环示范宣教基地。“我们每天都要
和厨余垃圾打交道。多数人都觉得厨余垃圾又脏又臭，
其实厨余垃圾是错放的资源，今天我们一起见证厨余和
园林垃圾变废为宝。”研学老师的一段开场白点燃了小记
者的兴趣。

研学基地背靠城阳世纪公园，每天会清扫出大量的
落叶和树枝。研学老师表示：“如果将这些园林废弃物做简
单的焚烧处理，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落叶具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它们本身是有机质，是堆肥的好原料。今天我
们一起动手，用厨余垃圾和落叶制作‘大地汉堡’。”在研学
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将自带的果皮、厨余菜叶等投入一个
直径约2米的铁网筐里，“这个堆肥筐，就是一层落叶一层厨
余垃圾堆起来的，大家今天带的厨余垃圾自身携带的微生
物会把垃圾‘吃掉’，‘吃’的过程会发热，温度能达到60℃，
待数月后恢复到自然温度，即堆肥成功。这是模拟自然界
腐殖质的产生过程——将厨余垃圾和绿化垃圾的有机质发
酵分解，转变成了稳定的腐殖质。”

“发酵得来的有机质有大用途。它们可以作为营养
土改良土壤、代替化肥，种植出纯天然的蔬菜瓜果。它们
还可以就地回到公园里，作为肥料营养土壤，促进公园植
物生长。这个过程中，落叶完成了一次循环。”在研学老
师的指导下，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我家所在的社区也
有堆肥箱，我要叫上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参与社区堆肥”

“落叶堆肥，反哺大地”……
“同学们，我们在社区参与堆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

是生活垃圾分类。同学们在帮爸爸妈妈扔垃圾时，一定要
正确投放厨余垃圾。”研学老师鼓励大家从小事做起，从厨
余垃圾的再循环做起，爱护环境，共同守护地球的未来。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小记者第二站来到了胶州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园
区，参观学习废弃物循环利用全过程。如何把复杂的工
业生产过程演绎成小记者能理解的生动画面呢？园区讲
解员带领小记者从中央控制室到魔法展示墙，边走边讲：

“生活垃圾焚烧后，产生绿色电力，并入国家电网，再
供给市民使用。而市民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来到了厂区，
再次进入循环利用过程……

“市政污泥到达垃圾仓后，含水量约 80%，利用垃圾
焚烧炉产生的蒸汽，将污泥加热干化，含水量达到 40%
后，再协同焚烧发电，焚烧的气体又可以回到锅炉内进行
助燃，实现循环利用……

“垃圾在垃圾仓内析出的黑乎乎的废水叫渗滤液，通
过协同处置，产生干净环保的中水，作为设备使用的补给
水，达到循环利用的效果。

“餐厨垃圾来到园区后，经过大物质分选、精分制浆
和除沙除杂后，进入提取环节。从餐厨垃圾中提炼出干
净的油，可供化工航空使用，其循环利用价值非常高。而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残渣则进入垃圾池，进行焚烧发电。

“园区焚烧垃圾除了发电，还可以利用发电后的余热
蒸汽驱动两台热泵机组运转，为居民供暖，年供热量约48
万吉焦，折合可覆盖约10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而垃圾
焚烧最后产生的炉渣，可再一次循环使用，制作环保建材，
比如烧制成人行道的地砖等，实现垃圾变废为宝。100吨
垃圾焚烧后，最终形成的‘无用物’——‘飞灰’只有3吨。”

小记者边走、边听、边看，无不惊叹于垃圾居然会有
如此之多的“妙用”。参观的最后一站是小记者最期待的

“抓娃娃”环节。两台抓斗在高 34 米宽 36.5 米的垃圾池
里抓取垃圾投入燃烧室，一次抓取约 5-8吨。在了解到
这一抓斗的垃圾燃烧的发电量可供一个家庭使用一年
时，小记者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近距离面对玻璃窗外的海量垃圾，不少小记者发出
疑问，为何参观全程闻不到任何垃圾的味道呢？原来，园
区把垃圾处理设置成了“封闭的开放式厨房”，小记者透
过玻璃可见垃圾被运入、抓取、投炉燃烧全过程。垃圾池
内有机物发酵过程中产生污浊空气，其中含有臭味的空
气作为焚烧炉的助燃空气从垃圾仓的上部被吸入焚烧炉
底部，在炉内被燃烧氧化分解。小记者表示：“这又是一
个循环利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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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在城阳区垃圾分类低碳循环示范小记者在城阳区垃圾分类低碳循环示范
宣教基地宣教基地，，学习落叶堆肥的科学原理学习落叶堆肥的科学原理。。

晚报小记者采访行合影晚报小记者采访行合影。。

垃圾焚烧产生的垃圾焚烧产生的
炉渣烧制成砖块炉渣烧制成砖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