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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记者邰
思聪、赵琬微、魏梦佳）乱丢烟头、纸
屑、塑料袋等废弃物；从楼上往下抛掷
物品；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不按规定进
行垃圾分类……从今年 6 月 1 日起，
在北京，29 项不文明行为开始受到法
律限制，不文明行为的当事人也会受
到处罚。

精神文明立法

坚决抵制不文明行为

每天清晨，北京市民穿梭于各大
公交、地铁站台之间。不同时间段，总
有一群身着“柠檬黄”制服的公共文明
引导员“陪伴”大家，刘翚便是其中
一员。

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公共文明引导
员建国门中队的队长，刘翚在这个岗
位上工作了近 11 年，11 年的文明引
导工作，让她见证了北京这座国际化
都市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

“我最开始在站台上引导，抽烟、随
地吐痰、插队抢座的现象很多，劝阻了
有些人也不听，甚至还会辱骂引导员，
挺不容易的。”刘翚表示，文明引导员在
公交站台、公园景区、体育场馆等公共
场所“不厌其烦”地劝导游人，这么多年
下来，不文明现象的确少了很多。

今年 4 月，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北京，
这座人口超过 2100 万的超大城市，将
严格整治随地吐痰、采挖公园植物等
不文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小妹介
绍，作为北京市第一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地
方性法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广泛听
取了民意。最终，包括公共卫生、公共场所秩
序、交通出行、社区生活、旅游、网络电信等领域
的 29 项不文明行为被列入其中。

“大家都反感不文明行为，对不文明行为立
法就是要向这些行为说‘不’，让大家清楚什么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
学所研究员马一德说。

取证难、处罚难

不文明行为监管难点多

市民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但不文明现象仍
有发生。不少公园、景区管理人员表示，将不文
明行为入法对惩治不文明现象帮助很大，但在
实际巡查和执法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难题。

——缺少执法权。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雪梅表示，一直以来，公园
对产生不文明行为的游客只能进行劝导。“有的
游客不听劝导，心生怨念，出门就打电话投诉我
们。规劝无法震慑，但报警又小题大做。”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调研员刘涛表示，在
实际工作中，园林局、公园景区缺少执法权，对
不文明行为以劝阻为主，还需游客自觉。

——不文明行为取证难。受访
基层城管执法部门人员表示，由于
很多不文明行为比较隐蔽并且缺少
有效的取证措施，惩罚便无法实施。
刘翚告诉记者，例如北京火车站这
样流动人员密集的区域，即使等执
法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罚，不文明
行为当事人也早就走掉了。

——监管力量薄弱。刘涛表
示，北京全市城乡各类公园上千家，
80% 以上没有单独的管理机构，很
多开放性公园、绿地，游客出入方
便，没有那么多管理力量。北京市
属公园还能配备一些管理人员，但
其他开放性的绿地、新建的森林公
园、口袋公园等都没有单独的管理
机构，只有养护队伍，没有力量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监督。

——游客自身素质有待提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说，对于
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靠执法人
员“抓”的成本很高，操作上也很难
“抓全”，因此一些人会存在侥幸心
理。游客自身素质提高了，不文明
行为才能减少。

惩罚不是目的

自觉遵守才能更文明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 4 月以来，北京市已有
多名游客因不文明行为受到“一处
受罚，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用联
合惩戒的方式帮助市民和游客养成
安全出行、文明旅游的习惯。

据了解，北京市自 2001 年起就
拥有公共文明引导员队伍，目前已发展到约
9000人。他们也从最开始的乘车监督员，逐渐
成为将精神文明宣传员、文明礼仪示范员、排
队乘车引导员等 8 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八大
员”，为城市文明发挥着示范带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
中心主任曹刚认为，条例提出对见义勇为、
志愿服务、慈善公益等文明行为信息进行记
录，以此激励人们争做文明行为表率。文明
行为信息记录机制要尽快建立起来，并和社
会组织共享信息，这样才能把鼓励的制度有
效落实。同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家庭、
学校等，在招工、对优秀职工进行奖励等方
面也可参考文明行为信息，并在制定自身行
业规范、组织纪律时参考条例内容，进行有
效衔接。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表示，
从长远来看，杜绝不文明行为还是要靠社会
共治，有赖于公民整体文明素养的提升。

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萍透露，下一步，北
京还将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代表视察等多种
形式，全面了解条例贯彻执行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让条例“长
出牙齿、长出筋骨、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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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记者骆国骏、王君
璐、关桂峰）5 月 1 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以垃圾分类这件
民生“关键小事”撬动基层治理，一个月来桶站配
置率、垃圾分类指导员覆盖率、家庭厨余日分出量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现的同时，仍存
在部分社区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不及时、混
投混装混运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解决。

“接诉即办”

瞄准群众关心、关切 做好政策落地

“我们小区怎么还没动静？”“夏天到了，垃圾
桶异味很大。”条例实施前后，石景山区八角街道
通过 12345 派单、社区居委会反馈等渠道接到多
起有关垃圾分类的居民意见建议。

“条例实施遇上疫情，推进确实有难度。但办
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接诉即办’，根据居民诉求不
断调整优化方案，打响垃圾分类持久战。”八角街
道党工委书记高春玲说。

5 月 29 日晚 7 时，记者在八角街道八角中里
社区西片区看到，垃圾清运车载着 4 个垃圾桶，准
时来到垃圾投放点。垃圾分类指导员手持垃圾分
类钳，现场指导居民投放。

“5 月 20 日开始，西片区撤除原有垃圾桶，试
点垃圾不落地模式。”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李美
红介绍，垃圾收运时间、点位设置等，都通过小区
微信群、楼门长入户等方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这是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接诉
即办”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缩影。北京市专
门成立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每日调度，
加强检查，查找问题，补齐短板。

此外，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还与 12345 热
线建立对接机制。5 月 1 日至 31 日，12345 热线
共受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来电 1 . 7 万件。

“诉求主要集中在混装混运现象依然存在、垃
圾桶设置不合理等具体问题。”北京市市民热线服
务中心副主任冯颖义介绍，12345 热线快速派单
并加强督办。

效果显现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
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

条例实施一个月来，桶站配置率、垃圾分类指
导员覆盖率、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北京市
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现。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
通州区中仓街道北人家园小区里，旧轮胎做

成花盆、桌椅，“垃圾”变身新景观。“它们像是在无
声地提醒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居民李阳说。

为方便居民参与，北京市侧重服务端发力，不
强制破袋、不强制撤桶、不强制定时定点，各街道
社区广泛发动党员、楼门长、志愿者等各方力量，
加大宣传引导。

2 万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人盯桶”；1400 余
名挂牌责任督学对 16 区所有中小学校垃圾分类
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热心居民脱下疫情防控
红马甲，穿上垃圾分类志愿者绿马甲……垃圾分
类人人参与的氛围正在形成。

——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明显增加
厨余垃圾是垃圾分类的重点、难点。数据显

示，5 月 1 日至 25 日北京市居民家庭日均分出厨
余垃圾 622 吨，比 4 月日均量增长 118%。

“尤其是 5月中旬以来，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出
量明显增加。”北京市城管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说。

——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的立案处
罚力度

“责令立即整改，并立案调查予以处罚。”北京
城管执法人员近日在朝阳区霄云路 35 号院检查
时，发现一起清运单位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倾
倒在一起运输的违法行为。

据统计，5 月份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检查
生活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单位 6 . 45 万家，发现存
在问题单位 9911 家，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2330 起。

“下一步，继续紧盯混装混运、泄漏遗撒等
突出问题，促进垃圾分类主体落实责任。”北京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全民参与

提高精准投放率 市场化力量来助力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社区仍存在桶站配置不
齐全、垃圾清运不及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题。“精
准投放率有待提高，这是下一步要重点做的工
作。”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

市场化力量为垃圾分类助力，“爱分类”“绿
猫”等再生资源公司除上门回收外，还将业务拓展
到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等方面。

“通过公众号预约上门回收很方便，一公斤还
给 0 . 8 元环保金奖励。”家住金隅嘉和园小区的
张先生说。

“现在一天能接 40 多单，明显感觉大家的分
类积极性提高了。”“爱分类”回收员李万海说。

5 月份，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分出的厨余
垃圾同比增长 10% 至 15%。负责该小区垃圾分
类的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权介绍，通过定期公布每个桶站的厨
余垃圾分出量，老百姓看到成效，增强了分类
信心。

“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同向发
力，有利于再生资源回收产业规模化经营，有利于
通过反哺机制降低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成本。”北京
市朝阳区委书记王灏说。

北京市东城区公共
文明引导员建国门中队队
员与建国门街道站东社区
的社区工作者一起，为市
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5
月 30 日摄）。

新华社发（北京市东
城区建国门街道供图）

做好民生“关键小事”

就是政府“头等大事”
北京垃圾分类满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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