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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
流浪记

2022年我国总体废塑料回
收总量1800万吨。目前，我国废
塑料材料化回收率达到31%，处

于全球较高水平，但也还有近七成市场亟
待挖掘。如得到有效回收、处理，将产生
巨大再生利用价值，可以成为“放对地方
的资源”。

一个流浪的塑料瓶是如何被回收、处
理、再生，重获“新生”的？本报记者进行
了走访。

减塑捡塑，从你我做起。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和
沙坪坝区、南岸区、巴南区、渝中区、九龙坡区等地相
继举行了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记者前往各活动现
场，了解各地、学校、快递物流企业等为减塑捡塑付
出的努力及其带来的环境改善情况。

中小学生和志愿者在行动

在南岸区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现场，一群小学
生穿上用废旧书报、塑料做成的时装，进行了一场

“环保时装秀”。

在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村，政府部门对废旧
农膜进行回收，减少对土壤的不利影响。同时，该街
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工作人员对花溪河与长江
李家沱段边坡被丢弃的塑料污染物进行回收，平均
每月约回收500个塑料袋。

记者在大渡口区八桥镇、建胜镇以及重庆高新
区含谷镇、西永街道等地了解到，中小学生和环保志
愿者是“捡塑”的主力，辖区中小学校通过开展多样
化的环保宣传活动，让学生们自觉抵制塑料污染，养
成绿色、环保的良好习惯。

在各区县的环境日宣传活动中，主办单位通过

向群众发放环保垃圾袋等方式，倡导人们减少塑料
袋的使用。

如何减少塑料的使用量，促进绿色消费与健康
生活？3日，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举行的六五环境
日宣传活动现场，中国邮政、顺丰、京东、菜鸟、申通
快递等物流快递企业展示了他们的“减塑成绩单”。

政府部门引导社会齐参与

合力共治塑料污染，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如何
降低塑料污染风险，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沙
坪坝区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在控源头、抓过程、重
末端上下功夫，减塑治污工作取得成效。

沙坪坝区明确17个部门责任分工，细化5大版
块67项任务，采用“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
批”的方式，形成上下联动、分级负责、部门协作、高
效有力的联防联治模式，为塑料污染治理提供全方
位制度体系保障。

此外，沙坪坝区还在生产领域、生活消费流通领
域、农业农村领域等出台了相关规定，减少塑料制品
的使用。

来自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的消息，我市充分
利用媒体平台、宣传日、志愿者服务、公共开放日等活
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净塑”意识，通过提
升全民对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关注度、知晓度，引领
绿色消费理念成为新风尚，全民携手共治塑料污染。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实习生 孔晴 陈鑫 胡馨
月 林音贝 摄影报道

今天是第50个世界环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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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六五环保日活动现场

塑料瓶被人“收留”

每个周六，6岁的田薇都会在爸爸田阳的带领
下，来到石门大桥江边开始自己的工作——捡垃圾，
捡得较多是塑料瓶、泡沫、渔网等废塑料。

她已经坚持3个多月。得到爸爸“回收垃圾的钱
都归你”这个承诺，田薇热情高涨，无论是外出捡来
的，还是家里废弃的，回收赚到的钱直接返还到她爸
爸微信账户上，可用作她的零花钱。爸爸说：“鼓励孩
子这么做，这会增强她的自立能力和环保意识。”

田薇住在金果园小区，小区位于江北区石马河
盘溪二支路，有近2500户居民。“收集废品的习惯是
从去年开始的。”田阳告诉记者，小区里原本有两家
废品站，一直以来，孩子的外婆习惯用家里的废弃物
去换钱，那时候田薇还没有回收废品的习惯，直到去
年底小区里开业了一家再生资源回收站。

田阳记得，去年11月底的一个周末，两名年轻
人来敲门，向家里人介绍新店的业务范围，讲解政府
倡导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发放了一张垃圾分类
表。当时田薇听得入神，一个劲找爸爸和外婆打听
如何收集废品，如何变废为宝。

实际上，外婆日常收集废品并没有分类，只要是
纸品、塑料、衣物等，会混装在一起。后来，田薇成了
家里的“环保大使”，逐渐开始细分种类。比如，把饮
料瓶、油桶、包装袋放一块；作业本、纸箱、快递盒装
一起。慢慢得，田薇分类收集后，再提到再生资源回
收站变卖。为了培养女儿动手能力和环保意识，春
节后，田阳和女儿有了一个约定，作业完成后的每周
六，会带她去江边捡废品，回收过后的收益归女儿，
用作她的零花钱。

女儿的“捡塑”行动就此展开。3个多月来，每次
来到石门大桥江边，父女俩都会“收留”大量的塑料
瓶、食品包装等。田阳是一名中学老师，他认为这样
做很有必要，既能分辨不同的垃圾物品，又能引导孩
子爱护环境。

塑料瓶变废为宝

金果园小区4号店铺的轩再生资源回收站，就是
田薇经常光顾的地方。她会和爸爸一起将“收留”的
塑料瓶送到这里。

与传统的废品站脏乱、异味不同，这家回收站一
片“绿”意盎然：店内不到10平方米的接待厅干净明
亮，两边墙上张贴着再生资源管理制度、当日回收价
目表、积分管理兑换实施办法等制度。空气净化杀
菌一体机运行着，工作人员在接待厅完成粗分拣、称
重、计费等系列流程，最终通过现金或微信完成费用
支付。回收的物品分类进中转袋，存放在门厅后面
的三个房间，等待后期运输。不同的物品放置的中
转袋也有不同。重庆蓝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琦介绍，食用级塑料、饮料瓶放进蓝色袋；金
属、易拉罐、杂塑料装入绿色袋；纺织物、鞋子、破衣
服为服饰类，进黄色袋。

在这里，废塑料就是真金白银，生活垃圾也能变废

为宝。5月28日上午，住在金果园对面南桥丽景小区金
阿姨，拽着两大袋饮料瓶来到回收站。这是她辛苦两天
的成果，上秤称重3公斤，按照当日回收价每公斤2.3
元，收入6.9元。金阿姨熟练地掏出手机，打开回收站的
微信小程序界面，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将种类、重量、费用
录入她的个人账户中。金阿姨告诉记者，店面整洁，明
码实价，看上去很正规，这是她对这家回收站的印象。
虽然比其他废品站远，但她仍然坚持到此变卖。

去年10月开业以来，这家回收站生意很不错，
600多用户，有顾客已经拿到3000多元收益。“我们
一直想培养居民生活习惯，大家反映都比较好。”张琦
说，开业之初，他们花了一周时间，上门向金果园小区
2000多户居民，做再生资源和垃圾分类讲解，接受度
95%。开业半年多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居民的环保意
识逐步增强，通常在到达店里前，大家就会对物品进
行初步分类，这也节约了店内回收时间。

塑料瓶重获新生

被人类“收留”的塑料瓶会被运往位于唐家沱的
分拣厂。在这，对塑料的处理才刚刚开始。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分拣厂接近1000平方
米。塑料瓶、杂塑料等被分类码放，工人们倾倒出中
转袋内的物品，进行精分拣。由于材质不同，包装袋、
标签、瓶盖、瓶身会分开处理。在回收站，工作人员会
对回收的塑料瓶、杂塑料进行初步分拣，挑出被严重
污染的，会被集中处理；合格的可食用塑料瓶会被压
缩成瓶砖，分拣厂会送到上游的再生工厂，重新生产
塑料瓶。“瓶子还会根据颜色被再次分拣。”重庆蓝轩
再生资源分拣厂厂长尹建宇称，可再生的但不能食用
的会被粉碎为瓶片，这些瓶片会被熔融、造粒成为米
粒大小，做成凳子、提手、地垫等生活制品。

不仅如此，获得“新生”的塑料瓶还有更大的经济
效益。一吨废塑料，可生产600公斤无铅汽油；一吨
废塑料瓶可制作成700公斤的二次原料……“再生资
源的循环利用，就是为了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尹建宇
说，目前，废弃塑料的分拣难度较大，特别是低值塑料
废弃物的分拣还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分拣过程中，他
发现，有的塑料制品使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塑料
原料来组成最后的包装，不仅给分拣回收增加了难
度，还降低了废塑料再生利用的比例。对此，他也给
上游再生工厂呼吁过，在政府部门引导下，前端生产
环节，再生工厂要优先考虑后端回收利用率，从而降
低无法再生对环境的危害。

第50个世界环境日来临前，轩再生资源回收站
启动了“塑料换礼品”活动。做好再生资源回收需要
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原材料废弃量足够大，能够
支撑起一个回收体系；二是有充足的再生能力。“目前
四家店日均回收15000个塑料瓶。”张琦告诉记者，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大力
度推销导致的快消品、外卖数量增加，这一块又是一
个废塑料的巨大产出源。目前，他们做的只是前端收
集的工作。“减塑”首先要“捡塑”，让污染不外流，更深
层次地来说，这就是最基本的再利用。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摄影报道

轩再生资源回收站

今天是第50个世
界环境日，今年的口号
是“减塑捡塑”，旨在呼
吁人们行动起来，采取
行动减少塑料污染。

分拣厂工作人员精分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