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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简单易行才能事半功倍

违规就该付出代价

投稿方式：1.用微信扫描上方二维
码添加小编为好友；2.通过QQ添加小
编为好友，QQ号为312439348。

□晁 星

近段时间，许多城市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工作提速，可没想到，这一行动居
然催生了一项新业务：代扔垃圾。据报
道，不少社区小卖铺老板都做起了“1
元代扔垃圾”的生意，支付宝更是上线
了“易代扔”功能。一时间“扔垃圾”
俨然成了新的商业风口。（据人民网）

说起来，垃圾分类已倡议并推行多
年，可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过往
政策并未给生活带来太多变化。如今，
生活垃圾分类驶入“强制”车道，影响
不可谓不大。以上海为例，7 月 1 日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如
果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
元。一时间，“如何扔垃圾”成了网上
网下的热议话题，有人费力研究五花八
门的“垃圾分类图谱”，也有人嚷着要

寻求“代扔”服务。强制分类让市民真
正有了危机意识以及参与意识，这无疑
是个好的开始，只不过，作为一项全民
行动，垃圾分类涉及面广，技术细节很
多，光有“强制”恐怕还不够，科学宣
传、精准施策等都不可或缺。

垃圾分类号称“最难推广的小事”，
而难就难在相关知识十分复杂，“分不厌
精、类不厌细”。对此，有网友调侃道，

“不难，也就4大类162种而已”。还有人
拿实物举例，大骨头是干垃圾、小骨头是
湿垃圾；喝完奶茶，珍珠倒到“湿垃圾”
桶，杯子放到“干垃圾”桶，杯盖扔进“可
回收垃圾”桶……如此种种，不免搞得
大伙有些晕头转向。而为了答疑解惑，
许多微信公众号使出浑身解数科普。不
难发现，要让大家真正掌握垃圾到底该
怎么分，要做的还有不少。其中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最大限度化繁为简，以更
具体、更浅白的方式，把分类之法传播

出去。
习惯养成需要时间，垃圾分类也注

定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眼下，一些
城市的小区要求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但
时间设置却让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叫苦不
迭；湿垃圾投放错误要求亲手分拣，也
让居民们满腹牢骚……垃圾分类是好
事，也势在必行，但“以罚代管”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在政策推行过程中，相
关部门还是要多一些为民服务的意识。
比如多考虑实际，照顾到都市人的生活
习惯，在上班族集中的小区适当延长晚
间垃圾投放时间。同时，也要多多听取
民众建议，共议共治共享，这考验着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罗马不会一天建成”。政府要更细
心、耐心一些，每位市民也要更自觉几
分，莫因畏难抵触逃避。各方共同努
力，垃圾分类才能深入人心、蔚然成
风。

□鲍 南

近日，又一起户外运动遇险事故引
发关注。7位驴友非法穿越卧龙自然保
护区时发生意外，一人不幸遇难。在驴
友安全返回和遇难者遗体被运下山后，
当地有关部门开出了每人5000元的罚
单，并要求他们和遇难者家属支付医疗
救护和善后处置费用。（据人民网）

一段时间以来，户外旅游遇险事件
呈现高发态势。仅今年上半年，见诸公
开报道的政府救援行动就有六七起，其
中更有“失联 50 天小伙不接受被罚五
千，竟要官方拿出救援证据”的奇葩之
人。盘点发生险情的种种原因，经验不
足、体质不强、筹备不充分等或许都兼
而有之，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法律意识
淡薄。

早在 1994 年，我国就颁布了相关
法规，明确规定随意进入自然保护区旅
游要受到处罚。之后，各省市纷纷结合
当地实际，出台了具体法规，可以说，
不能随意穿越保护区早就应当成为户外
运动圈子里的共识。但透过频频出现的
违规行为不难发现，在一些非法穿越者
眼中，法律红线已经让位于挑战禁区的

快感，知法犯法竟成了彰显勇气的方
式。譬如这位失联 50 天的小伙，在被
罚后就很不服气，认为自己享受荒野，
咋就非法了？再譬如此次卧龙事件发生
后，户外论坛里依然有人在继续组织类
似穿越。之所以如此，一是怀揣侥幸心
理，认定保护区地广人稀，巡查起来难
度很大；二是想着即便遇险也有政府兜
底，错把国家救援当成了自己任性的资
本。

非法穿越破坏环境、浪费公共资
源，必须进行遏制，但当前的处罚措施
显然还存在着“过轻”的问题。我们看
到，大多数违规驴友在被抓了之后多以
批评教育为主，即便按照顶格处罚，每
个人也只有 5000 元罚款。与其造成的
破坏和自恃的“成就感”相比，这样的
力度很难产生威慑。在笔者看来，除了
提高罚款金额，还应当效仿处罚“霸
座”“老赖”那样，必要的行政拘留或
是列入失信名单等都未尝不可。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对于自然美景的追寻是人
类的本能之一。但看风景也需要秩序，

“无知者无畏”只能为自然环境和社会
带来巨大负担。驴友们只有绷紧守法之
弦，才能真正欣赏自然、享受自然。

□李小将

市区多个广场上，安装着直饮水
设施。直饮水设施虽小，却能极大地
方便市民，尤其是炎炎夏日，在广场
上休闲游玩感到口渴时，市民可以到
直饮水设施喝水解渴。然而，近日多
位市民反映，广场直饮水设施没水、
出了故障，并没有真正起到便民利民
作用。（详见本报昨日03版）

一边是天气炎热市民口渴难耐，
另一边却是建好了的直饮水设施没
水、出了故障，便民设施不便民，真
是让人大跌眼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
问题，说白了还是有关部门疏于管
理，如果工作人员定期对直饮水设施
检查和维护，及时排除故障，恐怕也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反观现实生活中，与之类似的情
况还有不少，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
比如，一些小区和广场安装了健身器
材，目的是方便市民建设运动，但时
间长了，就有不少设备出现问题，有
的锈迹斑斑，有的“缺胳膊少腿”。由
于一直没人维修，不仅存在安全隐
患，还影响城市的形象。再比如，一
些景区、街头游园修建了木质休闲凳
和台阶，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的影
响，不少木板开裂，无人维修，往往
存在安全隐患。凡此种种，不胜枚
举。正所谓“三分建设，七分管理”，
如果管理维护跟不上，那么建设公共
设施的投入就会大打折扣。

笔者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强化
责任意识，做到分工明确、管理科
学，这样才能保障公共设施高效运
转，真正让其更好发挥便民利民作用。

公共设施
建好更要管好

“我就买了一个杯子，今早送来
的时候，我以为买了一套。”6月 17
日，白领小崔在网购平台购买的咖啡
杯到货，但包装箱多得吓了她一跳。
“接近40厘米长和宽、30厘米高的大
箱子，里头就装着一个7厘米高的小
杯子。”（据《北京晚报》）

鉴于电商网购涉及诸多环节，
破解“箱满为患”之类的过度包装
难题，需要电商平台、消费者、物
流企业、资源回收者以及政府部门
等各方主体的合力破题。从现实情
况看，80%~90%的网购包裹都是由电
商商家先行包装好，然后交由快递
公司揽收、转运、派送。故此，电
商平台及商家当处于包裹“减负”
的第一线，提升他们的节约理念和
环保意识，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控合
理包装的底线。

@新京报：#电竞专业成热门#
今年高考已经结束，本月底考生们
将填报志愿。今年4月，人社部发
布公告，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
技员列入新职业，这一认定让火爆
的电竞行业及电竞教育再次升温，
也让喜欢电竞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
多了一份选择。

点评：高校开设电竞专业是大
势所趋，但考生们一定要有清晰认
知，就像踢足球和当足球教练、足球
运动员是两回事，从事电竞专业和
打游戏也是两回事。真正的电子竞
技专业，包括心理学、产业分析管
理、运筹学、赛事运营策划等等课
程，绝不是天天坐在那儿打游戏。

@北京日报：#临期进口食品
“白菜价”# 天猫超市里每盒 16.6
元的泰国椰子水10元3盒，网上售
价 25元一包的德国进口巧克力威
化饼干10元2包，原价6元一瓶的
马来西亚进口苏打水10元5瓶……
这些平时售价不菲的进口食品，因
为临近保质期，以意想不到的“白
菜价”出售。如今，这样的临期进
口食品折扣店正在北京悄然兴起。

点评：临期食品低价销售，商
家可以清掉库存避免损失，消费者
能得到实惠，可谓双赢之举。不过
相比正常食品，对临期食品销售的
监管需要更加严格，一是明码标
价、明确告知；二是防止商家把临
期作为挡箭牌，消费者应有的权益
一样都不能少。

@新华网：#回复“OK”被裁#
近日，长沙某酒吧品牌部组长在群
里通知事情时，一员工回复“OK
手势”被批“收到回复‘收到’，
这点规矩不懂吗”，随后在群里要
这名员工自己去找人事办理离职手
续。这名员工证实，离职手续正在
办理。

点评：此前一名女员工因在微
信回复老板时用了一个“哦”字被
批评，这两天，又一名员工因在微
信回复“OK手势”被开除，两件
事其实并不一样。如果说前者反映
了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沟通问题，后
者则涉及当事人作为劳动者的权益
是否受侵犯的问题。领导对员工的
语言交流方式可以提合理要求，但
没有正当理由，岂可随意开除员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