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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明

确，环境卫生实行责任区制度。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人按照

下列规定确定：

（一）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的物业

服务企业负责，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由社区居

民委员会负责；

（二）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馆、宾馆、饭店等

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三）地铁站、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公交车始末站点

及其管理范围，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四）穿城铁路、城市隧道、城市高架道路，由管理单位负

责；

（五）城市范围内的河道、湖泊等水域，由管理单位负责；

（六）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负责，尚未开工

的建设工程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

（七）文化、体育、娱乐、游览等公共活动场地，由经营管

理单位负责；

（八）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

的管理区域，由本单位负责。

道路、桥梁、人行地下通道、公共广场、公共厕所等公共

区域以及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区域，由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

按照上述条例，我市环卫处仅需负责道路、桥梁、人行地

下通道、公共广场、公共厕所等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但目前

环卫处实际责任范围与此相去甚远。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四条 建筑垃圾处置

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

则。建筑垃圾应由产生业主自行清运。而我市部分商家及

市民产生建筑垃圾后，不予承认，更不会自行清运。建筑工

地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有些不负责任的建筑公司

完工后一走了之。这些垃圾本不应属于环卫处职责范围，当

责任主体没能及时处理时，环卫处为了确保城市环境卫生不

得不“越俎代庖”，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免费清运所谓的“无

主”建筑垃圾，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环卫处不得不清运后，导

致部分商家及市民觉得反正有人善后而更加肆无忌惮，形成

恶性循环。

创卫深化期，如何真正实现全民参与？
居民、商家、部门需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记者 王导 王伟建 制图 蒋立峰

连续一周的采访和资料查阅，记者听到了不少市民对环境卫生的吐槽，看

到了众多不文明行为对市容市貌的破坏，更感受到了市环卫处吐露的众多无

奈。记者感受到，大多数人都鄙视不文明行为，但是真正要做到“环境卫生，从

我做起”却任重道远。

尽管环卫工人被称为城市美容师，但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显然完全不可

能靠有限的环卫工人就能真正“美”起来。这是整个城市共同的责任，市民的责

任、商家的责任、部门的责任⋯⋯如果能够切实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明确

执行,严格执法，大家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我市的城市环境卫生才能真正实现

长效管理，事半功倍，轻松环卫。

环卫工人侯师傅被打的事件似乎正在逐渐平息。然而，尽管我们无意再去过多抚触那处“伤疤”，但是我们对永康环卫的追问并不会就此而止，因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下一个“侯师傅”，我们希望即使没有社会
的关注，没有打击的力度，侯师傅们也能在永康这座城市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当前，我市“创国卫”工作进入持续深化扩面阶段。在此，我们不得不多问一句，面对接下来势必更高的创卫要求，原本已经任务繁重的环卫工人是否会不堪重负？“人人创卫”的目标如何实现？

13 日清晨 5 点，街道上还是万籁俱静，50 多

岁的环卫工人徐钦寿已经在路上清扫了 1 个多小

时，扫完了大半路段。6 点，徐师傅拉着满满的一

车垃圾，运送到中转站。然而，这只是他一天当

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7 点以后，为了保持道路整洁，徐师傅会不断

来回清扫，几乎一刻不停歇。到了人流高峰期，徐

师傅甚至每过两三个小时就能扫满一车垃圾。一

天下来，连他自己都记不清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

汗。

事实上，这个数字没有一个环卫工人能真正

记得清楚。但是，透过全市的数据，或可见一斑。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共有 1810 名环卫工

人，除去管理人员、中转站操作工、驾驶员、公厕管

理员等，专职负责道路清扫的有 1255 名，其中

345 名是属于“轮休制”，即真正在路上清扫的仅

910人。910人看似是很庞大的队伍，但放在城区

清扫面积950万平方米（包含经济开发区、城西新

区的工业功能分区大部分主道路）的道路上和近

40 万的城区人口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平均每

名环卫工人每天人均清扫 1 万多平方米，任务不

可谓不重。

目前，市环卫处除了主道路，还要清扫小区、

经济开发区、城西新区的工业功能分区大部分主

道路等。此外，我市共有 34 座垃圾中转站，其中

分布在乡镇的有 23 座，这些乡镇垃圾中转站的

垃圾清运也是环卫处的责任范围，而其他县市的

环卫处如金华等大多只负责城区主道路和城区

垃圾中转站。相比于金华等县市而言，我市环卫

处承担的工作职责，是金华区域里面最多的一个

县市。

这样高强度的任务下，每个市民每多一次乱

扔垃圾的行为，环卫工人就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时

间。

□记者手记

依法行政才能轻松环卫

面对车窗抛物，侯师傅即使被殴打后依然表

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上前劝阻。“大家都

改掉这个习惯，我们不仅能轻松不少，还能更安

全。”侯师傅说。

生活中，很多人在开车或者乘车的时候都直

接将垃圾等抛出车窗外。事实上，这种行为不仅

不文明，而且还是违法行为。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机动

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第四节第六十六条规

定：乘车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得向

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

为。对于驾驶员、乘车人的违法行为，相关法律、

法规均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但是，现实中，车窗抛物依然频现，不仅是环

卫工人最大的烦恼之一，甚至是马路杀手。

每天早上6点半至7点左右，城区的路面环境

绝对是最干净的一个时间段。按照环卫处的规

定，早上 6 点半前，环卫工人需完成第一轮清扫工

作，而这时道路上行人、车辆还是相对较少，所以

路面会较其他时间段来得干净。

但是，早上 7 点半后迎来上班高峰，很多人

在车里吃早饭，并顺手把吸管、塑料袋等垃圾

扔出车窗，随风乱飘，环卫工人难以清扫。到

了夏天，饮料罐、矿泉水瓶等更是成为车窗抛

物的另一大垃圾源。在记者随机采访中，车窗

抛物成为环卫工人最大的烦恼。不为人知的

是，车窗抛物还是环卫工人交通事故高发的主

因。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至今，大连市环卫

工人在正常清扫作业中，共发生被撞交通人身

伤亡事故 109 起，其中死亡 17 人，重伤 50 人，

轻伤 42 人。

“道路上车来车往，清扫垃圾的难度更大，而

且非常不安全。目前我市汽车保有量极大并持续

增加，有些驾驶员车速极快，大大增加了环卫工人

的危险性。”市环卫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对车窗抛

物的行为，环卫处没办法予以制止，而洒水是对环

卫工人最大、最有效的保护措施。通过增加洒水

车洒水频率，把路中央的垃圾冲到路边，来降低环

卫工人的安全风险。自 2013 年市环卫处大幅增

加洒水频率后，环卫工人因车窗抛物而被撞重伤、

死亡的事故未再发生。即使如此，道路上环卫工

人的人身安全依然堪忧。

增加洒水频率，不可避免对市民造成了一

定不便。市环卫处表示，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洒水

车对市民的影响，为了环卫工人的安全，也希望市

民多多理解，并呼吁全社会拒绝车窗抛物、拒绝车

辆带泥上路，从源头保障环卫工人的安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

定，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馆、宾馆、饭店

等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环境卫生管理。

“门前四包”制度也明确规定，临路（街）所有的单

位、门店、住户将担负市容环境责任四包，即包环境卫

生、包公共秩序、包公共设施、包绿化美化。其中，包

卫生，即做到门前无垃圾杂物、无污水、无污垢、无油

渍或严重积尘，遮阳棚规范、整洁，无破损；卫生设施

完好整洁，无破损。

按规定，市环卫处应在道路两侧设置果壳箱（果

壳箱为金属外壳、固定在小平板上），在公共区域（小

区）为市民、公众投放袋装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垃圾

桶为塑料材质、可移动）。商家投放垃圾时，应自行配

置垃圾桶并置于店内（不可放置于公共区域），把生活

垃圾去水袋装，放置在垃圾桶内，待环卫垃圾收集车

经过时，再自行将垃圾倒入收集车，若垃圾量较多，商

家应自行清运至垃圾中转站，运输过程中，垃圾车需

密闭，不得沿路滴洒漏冒。

可是现实中，门前四包显然形同虚设。记者走访

了步行街等商业区，发现不少商家并无垃圾桶等收纳

垃圾的设施。不少商家特别是餐饮店、水果店、酒吧

等日产垃圾较多的店家，往往直接把垃圾裸扔在小平

板或袋装后直接放置在人行道、行道树旁、绿化带旁，

造成二次污染。负责街区卫生的环卫工人说，类似的

情况非常普遍。城区环境卫生的压力就这样被大大

加重，众多商家的不自觉让环卫工人措手不及，无可

奈何。

面对这种情况，市环卫处想为商家配备垃圾桶，

也确实在部分区域进行了试点投放。但是，由于城区

商家众多，加上有些商家反对、垃圾桶易破损或被盗、

商家（特别是餐饮店）垃圾裸投严重污染垃圾桶、后期

维护成本高等原因效果不理想，特别是餐饮店附近的

垃圾桶，往往环卫工人刚清理、清洗完，马上就被污

染，完全无法确保垃圾桶干净整洁。

近年来，市区主次干道旁安装和更换了不少果壳

箱，方便市民丢弃杂物的同时，也扮靓了市容环境。但

是，记者深入采访发现，小小的果壳箱，正面临着大尴

尬。谁都需要但谁都不希望安装在自家附近，人为损

坏现象严重，甚至成了少数居民和商家的垃圾桶。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规定，在道路两侧

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

等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果壳箱）；设置在道路

两侧的废物箱，其间距按道路功能划分，其中商业、金

融业街道为50米到100米。

但是，记者走在步行街发现，果壳箱并不多见，其

中一条饮食店较为集中的弄堂甚至只有一两个果壳

箱，很多市民就把垃圾裸扔到地上，这无形中加重了

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到了用餐高峰期，环卫

工人即使时刻蹲守清扫，也依然无法保持整个路段的

清洁。

“为何会这样？是环卫处不负责任没按规定安装

果壳箱吗？”

面对记者的追问，市环卫处负责人无奈地说：“果

壳箱具有一定的邻避效应，谁都需要但谁都不希望离

自己太近。我们已经在很努力地规划安装果壳箱了，

但却受到很大阻力。事实上，我市部分路段的果壳箱

确实无法安装到位。”

阻力何来？上述负责人透露，根据规定，果壳箱

只能安装在人行道小平板上。在安装果壳箱时，一些

商家往往出来阻碍施工。在宽敞的商业街道安装尚

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不宽敞的街道，果壳箱安装后

往往离商家门口较近。为了能够顺利安装果壳箱，施

工队不得不趁着晚上商家关门后安装。可是，即使半

夜安装到位了，天亮商家发现后依然会被破坏、拆除，

人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维护难问题随之而来。步行

街等一些街区的果壳箱就是被人为破坏后拆除的。

在此，市环卫处负责人希望商家可以多多理解、支持

创卫工作。

为什么商家要阻挠？“其实果壳箱也是很需要的，

但有果壳箱的地方垃圾总是最多的，而且经常满出

来，扔得周围到处都是，恶臭不要说，有时候连路都不

好走。大家都绕着走了，哪还有人来我店里消费啊。”

步行街一家商家对记者说。

商家投放垃圾时，应自行配置垃圾桶并置于店内

（不可放置于公共区域），垃圾桶应有盖（时时盖着）、

不破损且干净整洁。上面提到了“门前四包”缺失，很

多商家未配置垃圾桶，大大小小什么垃圾都往果壳箱

里面塞，硬生生把果壳箱当成了垃圾桶。果壳箱用来

盛装行人丢弃的纸屑、果皮等少量垃圾，垃圾桶才用

来装大量生活垃圾。可是在一些商家眼里，垃圾桶和

果壳箱没有区别，都是放垃圾的地方，这就造成果壳

箱的超负荷承载。再加上一些商家不把垃圾扔进果

壳箱里，造成了垃圾集聚，果壳箱附近很容易就形成

小垃圾堆。

堆满生活垃圾的果壳箱，泔水溢出的餐饮垃圾，被

烧得焦黑的果壳箱⋯⋯小小果壳箱，在拷问我们的文

明素质。如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正深入推进，“城市

是我家，创卫靠大家”几乎人人都会说，但如果不落实

到行动中，一切都是空谈。于细微处守护

文明，正确、妥善地使用果壳箱，爱护公共

设施，也是一种创卫。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规定的地点、时间等要求，将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

圾容器或收集场所。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按照规定，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

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根据相关规定对生活垃圾的定

义和其他先进城市的经验，居民生活垃圾首先是固体废物，

也就是说在垃圾袋装处置前，应当先沥水（即去水）。

生活垃圾怎么扔，其实是门技术活。沥水是生活垃圾处

理的一大前提（因为未沥水会增加财政资金），目前我市市民

很少能够自觉做到在扔垃圾前先沥干水分，例如丢弃一次性

纸杯，先把纸杯里的水倒掉。事实上，不只是沥水，居民生活

垃圾处理还要做到袋装、灭火等措施。

此前，我市就发生过居民将未冷却的蜂窝煤扔进垃圾

桶，引燃了塑料、纸巾等垃圾的事故。幸好当时灭火及时，未

造成太大损失。不过，垃圾桶过火破损后，就需要换新，增加

了社会环卫成本。

不仅如此，记者发现，市民在扔垃圾后，大多不会盖上垃

圾桶盖。“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创卫的要求，而且容易污染环

境。下雨天，如果垃圾桶未盖，会增加垃圾重量，不仅增加了

财政资金（目前我市焚烧 1 吨生活垃圾由市财政支付焚烧厂

78 元），还增加了垃圾渗滤液的产生量，极大地增加了污水

处理费用。”市环卫处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负责小区的环卫

工人有500多人，但小区垃圾桶有3000多只，每只垃圾桶服

务的居民少则十多户，多则几十户人家，在缺少市民自觉的

情况下，依靠环卫工人根本没办法完全实现垃圾桶盖时刻处

于盖上的状态。

提问：车窗抛物“抛”掉了什么？
市民环卫意识亟需提高

提问：环卫工人任务有多重？“重”从何来？
每天人均清扫1万多平方米

提问：“门前四包”形同虚设？
商家需自备垃圾桶

提问：果壳箱成“垃圾桶”？
正确使用公共设施也是创卫

提问：扔垃圾是门技术活？
市民扔生活垃圾要自觉“去水”

提问：环卫责任是否明确？
建筑垃圾谁生产谁负责

聚焦环卫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