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物料
“新猫舍”

今年冬天 ， 小区所在的定海路街

道第四睦邻中心意见墙上迎来了一条

特别的留言———希望能为流浪猫制作

猫舍 。 这条留言一下子就为附近居民

们打开了新思路 。 一直以来 ， 小区的

睦邻中心就有旧衣物回收改造计划 。

既然如此 ， 何不利用这些旧衣物 、 废

纸板为社区里的流浪猫安一个家呢？

想法很美好 ， 但实施起来却并没

有这么容易。 居民们将家里的旧衣物、

废纸板收集好后送到小区里的睦邻中

心 ， 但谁来动手制作猫舍呢 ？ 就在此

时 ， 社区里的一批阿姨妈妈们自告奋

勇领了任务 。 尽管缝制衣物是她们曾

经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 但制作猫舍毕

竟是头一遭 。 查架构 、 画草图……阿

姨们俨然变身猫舍设计师 ， 专注地制

作第一个猫舍。

为了寻找到最适合猫舍的形状和

材料 ， 阿姨们整整花费了两天时间来

准备 。 猫舍设计图完成后 ， 她们就进

入了紧张的制作环节 ， 熟练地用直尺

在纸板上划线 、 裁剪 ， 拼起来刚刚好

是一个等边三角体， 符合小猫的身量。

考虑到地面的湿冷 ， 阿姨们还用细心

剪好的正方形泡沫板做底 ， 避免小猫

与阴冷的地面直接接触 。 为了让猫舍

更暖和 、 挡风 ， 阿姨们还细心地在纸

板外层缝制上了从家里拿来的旧布料。

虽是为小猫做的猫舍 ， 但阿姨们

的精心一点儿都没有打折扣 ， 三角板

外层的布料对称缝制 ， 既不失活泼 ，

又不会显得过于杂乱 。 整个猫舍框架

搭建好后 ， 阿姨们还在猫舍的入口处

暖心地缝制了一个玩偶小熊 ， 看上去

颇为可爱。

不要小看这些制作猫舍的阿姨 ，

她们之中还有 “专业型 ” 选手 。 从纺

织厂退休的缝纫工张桂英就是其中一

位 。 此次的猫舍搭建活动 ， 张阿姨就

是发起人之一 。 她说 ， 制作猫舍既能

发挥自身特长 ， 还能做公益 ， 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事情。

据该小区睦邻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 阿姨们对于猫舍的制作精益求精，

制作完成后 ， 还经常结伴去看看小猫

在新家住得是否舒适 ， 还你一言我一

语说出自己对猫舍的改造想法 ： 这个

洞口还是有点小 ； 猫舍的形状还可以

做点改变……虽然流浪动物无法与人

直接交流沟通 ， 但就在这一点点的改

变中 ， 城市生活拥有了更美好的诠释

方式。

智能
范儿

垃圾分类涌动“技术流”
一批傲立风口的互联网科技企业、 智能设备企业已 “闻风而

动”， 携垃圾分类智能设备等新产品、 新技术纷纷进场， 各显神通，

为生活垃圾分类引来一股 “技术流”， 诞生了不少新 “热词”。

热词 ?指尖回收”

眼下， 静安区江宁路、 宝山庙行镇等 83

个小区的居民， 只要打开支付宝 App， 点击菜

单中的 “垃圾分类回收 ” 一项 ， 即可预约上

门回收垃圾。

支付宝回收平台负责人介绍 ， 支付宝有

5.5 亿实名制活跃用户， 其中主要年龄集中在

20-40 岁。 这一用户群更青睐通过在线预约实

现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 而与支付宝合作的 ，

也都是具有资质的回收企业。

据介绍 ， 目前 ， 预约上门回收的物品主

要为日常生活中的 “五废 ” ———废玻璃 、 废

金属、 废纸张、 废塑料、 废纺织衣物； 此外，

废旧电器的回收已覆盖上海 、 南京 、 宁波 、

无锡、 杭州等华东地区 15 个城市； 3 月底前

后， 大件家具也将在上海试点上线预约回收。

回收完成 ， 根据回收物的性质和重量所获得

的款项 ， 将直接打入预约者的支付宝余额 ，

并同时获得与回收重量对应的积分。

热词 逆物流体系

目前 ， 虹口区的 55 个小区里

分布着 99 个智能垃圾厢房———

居民在家分好生活垃圾后 ，刷

卡开启智能厢房的投放口，系

统就会自动称重垃圾并给居

民积分。 智能垃圾厢房为全

封闭式，不仅箱体满溢时会自

动提示，每个人的投放行为也

可追溯， 所积累的大数据将为

环卫部门作业提供有益参考。

这一智能垃圾厢房由上海天

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除了在小

区内投放智能垃圾厢房外， 天楹还正深度

参与虹口区的两网融合建设 ， 逐步完善可回

收物从居民家回流到工厂的逆向物流体系建

设。 今后 ， 天楹从源头收购的可回收物将先

行送到中转站初步分拣 ， 然后打包压缩 、 集

中， 再统一转运回工厂。

“再生资源处置最后拼的是物流管理能

力和体系完善性 ， 可回收物从居民家回流到

工厂的投放 、 分拣 、 打包 、 称重 、 运输 、 处

置等环节， 都需要精细化管理监控。” 天楹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 ， 这一套两网融合

物流体系将全部实现信息化， 全程可追踪。

热词 智能交投

一个防雨的 “大帽子 ” 下 ， 左边是一个

个不同的投放口和公告宣传屏 ， 右边是自动

货柜 ， 红与白搭配的外表 ， 时尚感十足———

这就是名为 “别扔了 ” 的可循环物品智能交

投回收机。

自去年 3 月起， 它开始出现在临汾

街道、 芷江西路街道、 青浦区朱家

角张马村等处， 全市至今已有近

30 台。 这种智能交投回收机主

要收取小件可回收物， 采取自

助交投方式 。 居民扫描智能

机上的二维码 ， 开箱投递 ，

系统会自动称重 、 计数 、 结

算； 一公斤报纸有 1000 积分，

相当于一元钱， 家庭绿色账户

可实现同步积分。

据介绍，“别扔了”可循环物品

智能交投回收机可根据回收品类、箱

体大小量身定制。 此外，“别扔了”还有两种

收购途径：大件预约上门回收 ，居民微信公众

号下单，回收商通过微信竞价接单 ，价高者上

门回收；定期举办集中回收活动 ，现场收取回

收物，计重、计件分类管理。

“别扔了 ” 智能回收机背后 ， 交投再生

公司还结合互联网技术 ， 建立了一个全品类

可循环物品回收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 利用物

联网 、 大数据等技术开展可再生资源的数据

分析 、 流向监控等 ， 规范回收管理 、 定价 、

追溯 、 处置等环节 。 目前 ， 已有 300 多家回

收单位签约入驻。

热词 两网融合

在杨浦区的尚浦名邸 、 长海二村 、 工农

三村等居民区 ， 小区的垃圾厢房附近都有一

处挂着 “两网融合回收服务 ” 的黄色小房子

和一台智能分类回收机 。 这是专业电子产品

回收服务商 “爱回收 ” 参与建设的两网融合

点， 就近回收居民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平时 ， 居民可以把废塑料 、 废纸 、 旧纺

织物 、 废电器 、 废玻璃 、 废金属 、 废纸板箱

等可回收物拿到服务点换积分 ， 也可预约服

务点工作人员上门回收 。 “爱回收 ” 向居民

发放带有二维码和可回收物相关宣传信息的

袋子， 居民装好可回收物后整袋送至服务点，

工作人员扫码记录 ， 称重积分 ， 袋子可带回

家循环使用。

为方便居民随时投放 ， “爱回收 ” 在杨

浦区广泛布点 24 小时智能回收机， 居民在回

收机上输入自己手机号或相关账号 ， 按页面

提示投放可回收物 ， 机器当场称重后 ， 账户

自动积分 。 机器不区分物品种类 ， 按重量计

算 ， 一公斤积一元钱 ， 或者积 100 分 ， 居民

可通过微信提取现金或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据 “爱回收 ” 两网融合事业负责人韩晓光介

绍， 智能机一天最多可 “吞下” 500 多公斤各

类可回收物 。 目前 ， 回收物品中最多的是衣

服、 纸板箱和废玻璃三大类。

■本报记者 李静

上海：垃圾分类尽显时尚范儿

上海闵行区

马桥镇有一个特

别的公园———各

式 各 样 的 “ 垃

圾” 是这里流动

的风景 。 然而 ，

每个路过的市民见到它们的反应不是

掩鼻而走， 而是驻足欣赏， 有时还会

参与互动体验。

这个神奇的公园位于华宁路银春

路路口， 公园周边有飞碟苑、 华银苑

等居民区 。 据马桥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提升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今年初，马桥镇特

意将这块开放绿地打造成以垃圾分类为特色

的主题公园， 以艺术装置、 互动体验等多样

化的形式， 更好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进入 3 月以来，这里已经先后上演过“白

色星球 ”“Women 领衔 ” 垃圾分类展等项目 ，

这些吸睛指数爆棚的装置艺术作品， 使得垃

圾分类这一新时尚愈加受到欢迎。 “流动的风

景”还将继续，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白色星球”的故事
— 对抗垃圾围城需要全民行动 —

地球已垃圾肆虐， 人类无处藏身， 逃亡

太空， 独留机器人瓦力清理满世界堆积如山

的垃圾———这是科幻电影 《机器人总动员 》

中让人唏嘘的场景 。 如今在这座公园里也

有类似直观的呈现———白色泡沫堆积成一

个直径 3.6 米高的巨型球体 ， 表面布满了

泡沫塑料块串成的 “刺 ”。 以这个球体为原

点 ， 设计师用泡沫塑料摆放出一圈圈同心

圆 。 在同心圆的最外围 ， 泡沫塑料经压制

后整齐码成墙 ， 既终结了垃圾肆虐的现状 ，

又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 。 “白色星

球 ” 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 对抗垃圾围

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由己及人 、 全民行动 ，

垃圾分类 、 资源循环 。 唯有如此 ， 地球才

不会 “被流浪 ”。

这个科幻感、 未来感十足的 “白色星球”

来自社会组织上海霏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

创意。 秘书长周美峰告诉记者， 作为一家多

年和社区居民打交道的环保公益组织， 他们

发现体积庞大的泡沫塑料是让许多居民都头

疼不已的垃圾。 “泡沫塑料也是可回收、 可

循环利用的。” 周美峰介绍， 项目组为此特意

从郊区的废品回收站， 拉回了满满六卡车白

色塑料进行创作。

     “女性领衔”

— 多种生活场景主题展寓教于乐 —

据了解 ， 马桥镇每天要清运干垃圾 75

吨、 湿垃圾 4 吨、 餐厨垃圾 8 吨。 垃圾分类

行动如何更有效地展开？ 除了展开撤桶行动、

引导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马桥镇妇联还

在公园里别出心裁地推出了针对女性的主题

展览———“垃圾归位·Women 领衔”。 “在家庭

垃圾的源头减量中， 女性可以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为此， 我们通过覆盖多种生活场景的

主题展览， 形象生动地展示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 同时传递更多垃圾分类的知识。” 马桥镇

妇联主席曹伟萍告诉记者。

这些场景包括生活垃圾组成的“花园”、有

害垃圾区域、可回收物区域以及别出心裁设计

的海洋污染区等， 并配合垃圾分类小贴士、环

保创意手作课等多种形式。 “我们把一个大鱼

缸搬到现场，金鱼在经过处理的易拉罐等垃圾

中间游走，让孩子们思考：你希望它们和谁相

伴？ ”说起举办这个活动带来的影响，曹伟萍便

打开了话匣子，“不少参观者在现场与我们分

享自己的感受。 比如，大家了解到原来榴莲果

壳是干垃圾，要将果壳和果肉分开处理，举手

之劳，就能让垃圾分类更到位。 ”

展览之外， 马桥镇各居村也在镇妇联牵

头下成立了 “Women 绿先锋服务队”， 为推进

生态宜居智慧新镇贡献力量。 据悉， 闵行区

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该区已明确

了今年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区覆盖的目标，

而这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接下来在这个主题公园空间里 ， 还将

上演各类活动和展览， 让市民欣赏、 学习垃

圾分类知识两不误。

■本报记者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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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老人争当垃圾分类

志愿者， 奔走宣传； 年轻人

撤掉了脚边小桶， 随手分类

办公垃圾 ， 争做环保达人 ；

社区、 公园、 商业中心里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垃圾分类智

能回收设备； 一批傲立风口

的互联网科技企业、 智能设

备企业纷纷进场， 带来科技

新风……环境改善看在眼里、

美在心里； 在申城， 垃圾分

类正成为新时尚。

图 1：?白色星球 ”装

置艺术展

图 2： 白领志愿者在

午休时间交流垃圾分类

心得

图 3? 图 4： 越来越

多 “智能范儿 ” 的垃圾

回收装置 ， 出现在居民

小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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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袁婧 叶辰亮

本报资料照片
图像处理 王梓含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通 讯 员 王子亮 郭心华

艺术
范儿 生活

范儿

建猫舍 、 垃圾回收再利
用 ， 这两桩看似风马牛不相
及的事情近来却被上海阿姨
巧妙变成了同一件事 。 在杨
树浦路 3061 弄 ， 上海阿姨
们用旧衣物 、 废纸板等材料
制作成猫舍 ， 放置在流浪猫
经常出现的地方 ， 让这些流
浪猫都能有家可归。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