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由村民进行初次分类，再由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的方法叫作“二次四分法”

集中整治一处，阳光朗洁公司便从之前的清理工里聘请保洁

员、固化人员；采取常态化管理，卢仁保就是这样被留下的。

他每天开着一辆1.2米宽的保洁车，车上放了两个大的垃圾

桶。绿色的用来装“能烂垃圾”，黑色的用来装“不会烂垃圾”。车上

绑着的小喇叭一直在不停地“吆喝”，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在车身

前面、垃圾桶的夹缝处，一个挡板隔出来一个长方形盒子，卢仁保把

“不会烂垃圾”中能卖钱的都放在其中，像塑料瓶、酒瓶和破纸箱等。

卢仁保现在负责一段三百多米长的街道，一天上门收集两次

垃圾。

在他负责的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一个40升的小

型绿色垃圾分类桶，桶上写着住户的名字。桶中间有一个挡板隔

开，左边是能烂垃圾，右边是不能烂垃圾。

这种先由村民进行初次简单分类，然后由保洁员再将住户分

类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的方法叫作“二次四分法”。

村民把垃圾二分后，倒在家门口的小垃圾桶里，确保自家产

的垃圾不出户；不再像以前一样，随意倒在外面。能腐烂的垃圾，

卢仁保倒在保洁车的绿色大桶里，然后运到能腐垃圾集中点。住

户分类后的不能腐烂垃圾分为能卖钱的和不能卖钱的，不能卖钱

的被卢仁保投到黑桶，再送到垃圾中转站；能卖钱的就是他放到

车里长盒子中的东西，凑够一堆就被卖了。

为什么“二次四分法”在光山农村能开展起来？

2018年年底，在阳光朗洁公司一次性通过河南省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后，光山县委、县政府提出，在常态化保洁的基

础上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李庆安说：“当时省里已经提出，农村垃圾治理的下一步是要

在农村做垃圾分类工作。县里要求我们，迟早要做，不如提前做。”

2019年年初，阳光朗洁公司在农村准备搞垃圾分类，最开始

使用红、蓝、黑三色桶，三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其他

垃圾。

“三分取得的效果不明显，农民不知道哪些可回收，哪些不可

回收。”李庆安说，“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一边搞一边摸

索，改了好几次，2019年下半年算是常态化‘二次四分法’了。”

和阳光朗洁公司一起考察学习的单位，最主要的就是光山县

供销社。2018年5月，光山县政府授权，县供销社正式主导全县农

村环卫工作一体化，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监督管理、绩效考核。

光山县供销社理事会主任杨建民说：“我们也就是大家经常

所说的甲方。”

光山县供销社代表光山县政府，以PPP项目的形式签约引进

阳光朗洁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方，按人口千分之三的标准招聘保

洁员2300多名，全县23个乡镇实行服务全覆盖。

截至目前，在双方的配合下，光山县364个行政村中实现垃

圾分类的已经有193个，包含3.5万户村民。

“最开始做分类，先选道路硬化、村容村貌等基础环境好的村

做；进了哪个村就稳固住，不盲目推进，面积太广，精力跟不上就

白费了。”阳光朗洁公司乡村部负责人王德宝说，“之前是由点逐

面，比如一个村里有三个湾（自然村），找一个湾宣传推行一段时

间，慢慢地带动周边两个湾一起弄。下一步，我们要把这190多

个村里其中还没有分类的进行分类，同时扩大当前的数量。”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开始听到乡里要搞

垃圾分类，一些村干部对这项工作避之唯恐不及。东岳村有40

多个村民组，其中的檀树嘴村民组只有十几户，提起垃圾分类村

民直晃脑袋。村民杨长秀说：“城市都搞不好，我们行吗？”

光山县成立了一个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供销社，各个

乡镇有分管的领导，每个村有一个村干部专门负责垃圾分类。星级

文明村、文明户的评选，第一个条件看的是该村是否实施垃圾分类。

詹祥峰是文殊乡供销社主任，现在兼任阳光朗洁公司文殊乡

项目部主管。他的工作是月初拟定督查计划，每天督查进村，看

生活垃圾处理得如何、保洁是否到位。

每个村里张贴的荣辱榜，也成了鼓励垃圾分类的一面“镜子”。

在砖桥镇彭冲村上彭冲村民组，一面白墙上的荣辱榜，记录

了45户村民垃圾分类的情况。该村党支部书记万继寿说：“谁家

后面的小红旗多，谁就做得好；大家有一个相互攀比的心理，凭啥

你能做好，我就做不好呢？”

胡湾村民组的李保芳，平时去县里带孙女，星期天才回来。赶上

最近阳光好，她赶忙帮老公晒晒被子、洗洗衣裳。她家门口的垃圾桶

里，装能腐垃圾的一边已经装了些烂菜叶；她刚择完菜，正准备做饭。

“有人教我们分，容易记，做好了还奖励洗衣粉呢。”她说。

一套完善的机制保障使得光山农村垃圾分类实实在在地坚

持了下来。到现在，光山县农户源头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已经达

85%以上。

李永焰在槐店乡与卢仁保告别，拉着一车能烂垃圾去了阳光

堆肥房。

光山县23个乡镇，小乡镇两个建一个，大乡镇自己建一个，

一共有18座阳光堆肥房。一个阳光堆肥房成本不到两百万元，

可使用40年到50年。

在槐店乡阳光堆肥房，7个房子连在一起，不仔细看，大多数

人会认为这就是正常的民房。上到房顶，才能看到每个房子的上

方有一个进料孔，一大块正方形透明玻璃盖在上面。

通过太阳光的折射，房子升温，里面添加的高效生物复合菌会加速

垃圾发酵，从而使垃圾快速分解成为有机肥料。房子上面进垃圾，下

面打开门出肥料。出肥时间夏天一个半月，出肥率可达20%至30%。

李永焰把房子上方的一块玻璃打开，里面堆满了烂菜帮和瓜

果皮，堆得高高的，基本闻不到异味。

堆肥腐烂之后，垃圾剩下之前体积的三分之一，渣和水会分

离。阳光堆肥房下面有个密封的化粪池，渗滤液会流到里面，满

了之后用吸污车抽出来，进行污水处理。

如果堆满了怎么办？李永焰说，咋可能堆满，一号堆满堆二

号，等你把七号堆完，一号二号已经腾出来了。

目前，光山县阳光堆肥房堆肥5200吨，有机肥料一般都免费

送给周围村民。18个阳光堆肥房门口大大小小都有一块菜地，

肥料平时也用在上面，看看日常效果如何。

王德宝说，光山开展垃圾分类的优势在于体系建立得很完

整。有些地方源头分类好，但是没有末端处理设施和设备，光山

有很好的末端处理设备。

“我们这有阳光堆肥房、焚烧发电厂、再生资源回收站，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末端都有对应的处理方式。”他说。

“二次四分法”之前，他们尝试实行“三分法”，试了一段，发现错了

每个村里张贴的荣辱榜，也成了鼓励垃圾分类的一面“镜子”

光山县一共有18座阳光堆肥房，人口多的乡镇单独一个，人口少的合建一个

一吨垃圾燃烧后热能能发480到500多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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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省开展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
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截至2月25日，全省共清理垃圾堆

（带）约217万处、坑塘19.6万个，“净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在确保“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的垃圾清运体系常态化运

行后，如何对农村垃圾进行更深一步的处理？2020年8月，住建部公布

2020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性名单，我省光山县位列其
中。光山县在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分类处理办法方面是怎么做的？
做得怎么样？记者近日走进光山进行深度调查，探寻其中“奥秘”。

光山 垃圾分类之光
□本报记者于涛

编
者
按

随意行驶在光山的道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

见一个保洁员开着清洁车在路上转来转去。时不时

也会遇到一辆阳光朗洁公司的转运车，这些已经成

为光山县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檀树嘴村民组，73岁的邓德华正坐在家门口

晒太阳。他家的门头格外高，从远处望去显得富丽

典雅。他家的门前，有一小块地栽花种菜，地的前面

是一个小池塘，水质干净清澈。

“孩子都在城里住，我们都不想去，没有村里住

着好。”他说他以前是一名小学老师，退休后就住在

农村。

我们正在门口聊着天，80岁的管德侠从家里走

出来，手里拿着破渔网，慢慢悠悠地走到公路边的垃

圾转运站。他把旧渔网放到了“不可腐烂”的垃圾桶

里。

为什么不直接把垃圾放到家门口的垃圾桶呢？

他说：“人家还得收，我自己走两步，不用麻烦人家

了。”

村民的自觉意识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来之前

带着的一丝疑惑也在不断加深。我问王德宝，你认

为相比较城市，农村搞垃圾分类的优势在哪里呢？

王德宝想了想说，村庄自发的优势在他看来有

很多。村庄具有属地意识，村“两委”的宣传教育，村

民都会给“面子”；保洁员基本都是村里的左邻右舍，

大家也都会给“面子”。

“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一个是必须坚

持，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积

累。一个是老百姓一定要参与。”王德宝说。

光山县以学校为宣传主体，开展“小手牵大手，垃圾

分类齐步走”活动，通过学生加强垃圾分类的认识程度。

李庆安说：“我们和宣传部合作，基本所有学校

都去了，每个星期都有；每一个村委会开村民大会，

我们也会派人去宣传。”

“感触最多的是人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过去人

们没搞垃圾分类的时候，外面和屋里都脏，现在老百

姓外面搞干净之后，屋里也要弄干净的。”李庆安感

慨道。

村民不断自觉之后，如何让这种“赏心悦目”一

直保存下去？“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保

洁体系的维持是重点工作。

杨建民说：“供销社作为业主单位，与阳光朗洁

集团签了15年的合同，对保洁公司的监督就会成为

一个重点。”

光山县供销社聘请苏州生态研究院作为第三方

监督机构，每年对阳光朗洁公司项目完成度进行考

核；光山县财政、审计部门开展日常监管；供销社会

同县监督室、县委农办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

3月4日，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

上午，曹畈村民组村民都聚在村子的广场，举行

扩馍馍、做面灯、舞龙等活动，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

82岁的熊德清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晒着太阳，看

人家敲锣打鼓。他家的屋子是个土坯房，但异常干

净整洁。院子里晒着萝卜丝，散发着一股清香。

“村里好得很，我和我老伴一起住在这，不想着

去县城。”熊德清说。

分类垃圾处理到现在，还剩一个容易被忽视的

能卖钱垃圾。在光山，这类垃圾的处理方式完全走

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卢仁保放在车里的酒瓶、破鞋底、烟花筒，价值

极低，不赚钱还耗时耗力，市场上的回收站一般都不

要。供销社于是干起了自己的传统业务，回收这些

再生资源。

“别人不要的我们要，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就

是为了垃圾能得到更好的治理。”杨建民说。

光山县供销社成立了“光山县供销振兴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在每个乡都有一个收购网点，负责收

保洁员攒的能卖钱垃圾。现在，光山县已建设分拣

中心一处，乡镇再生资源回收站29处。

卢仁保靠卖垃圾，一个月能增收五六十元。“我

这不算多，人家多的一个月弄五六百很正常，最多的

一个月弄了一千多。”他说。

垃圾分类在光山县农村逐渐推开后，垃圾减量

效果逐渐显现。

“农村垃圾由分类前的300多吨，到分类后的

180吨，每天能减少120吨左右。减在哪？就减在

易腐垃圾和再生资源这一块。”李庆安说。

一吨垃圾的处理成本，除政府给发电厂的财政

支出55元，加上人工、车子磨损、油费等，总的下来

需要108元。减数量就是减成本，一天减少一百多

吨，每年能节省近400万元的财政支出。

有的保洁员每月除了正常工资
之外，捡垃圾还能卖500到800元

“孩子都在城里住，我们都
不想去，没有村里住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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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一打着，音乐声就“蹦”了出来，是一首港台嗨歌。李

永焰把窗户向下一摇，安全带一系，门一关，开着垃圾转运车

就从光山县阳光朗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后门出发了。

3月4日下午两点多，我和他约好，一起去收能烂垃圾。

我坐在副驾，脚下放着一个小型称重器，空间略显拥

挤。按照既定的工作路线，我们第一站先去光山县槐店乡珠

山村曹畈村民组。

“垃圾分类”，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一直被认为是城市

的“专利”。李永焰说：“以前一直认为，在农村搞这个事情，

肯定不靠谱！”

直到成为一名垃圾转运车司机，他明白了，乡村垃圾分

类也可以做到很好。

2020年8月，住建部公布2020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示范性名单，光山县位列其中。

在曹畈村民组村口，两个240升的绿色大垃圾桶格外显

眼。垃圾桶上写着的分类标签是能烂垃圾，垃圾桶背后竖立

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能烂垃圾临时中转站”。

李永焰打开垃圾桶，弥漫出来的是一股腐烂的菜味。

“能烂的垃圾就是这些烂菜帮和瓜果皮。”李永焰说。

61岁的李永焰以前是一名大车司机，常年在外奔波。年

龄增大，驾照降级之后，2018年6月，他开始在阳光朗洁公司

开垃圾转运车，一月拿3600元的工资。

“以前村里的垃圾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马路河道到

处都有，后来是村里有了大垃圾桶，但是在桶里面，不要的

衣服、剩饭剩菜、污水啥都搅和在一起，现在就是菜帮和菜

叶放在一起。”他说，“我现在专职负责把这些能烂垃圾清理

走。”

他把称重器从车上拿下来，推着两个垃圾桶到上面分别

称重，第一桶63公斤，第二桶73公斤。称完重量，他把垃圾

桶放到转运车后面的挂桶提升机上，遥控后，垃圾桶上升、倾

斜，能烂垃圾进了车里。

按着这样的工作模式，我们先后去了文殊乡南王岗村、

文殊乡东岳村、槐店乡街道，收取的能烂垃圾的重量分别是

443公斤、337公斤和278公斤。

四站下来，李永焰一共收集了1194公斤能烂垃圾。他

负责4个乡的能烂垃圾转运，开的车每次能装一吨半的垃

圾，正常一天两车，每天都差不多拉满。

整个光山和他一样负责这项工作的还有4个人，5台转

运车把能烂垃圾清理得一干二净。

阳光朗洁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3月4日光山乡村共清

运出能烂垃圾16.34吨。

在槐店乡能烂垃圾集中点，67岁的保洁员卢仁保一直在

等李永焰。

“老李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搭把手。”他说。

称完重，卢仁保说：“比起前几年我们清的几万吨垃圾，

这些垃圾真是少，还容易处理。”卢仁保所说的“参照坐标”便

是阳光朗洁公司2018年5月组织开展“陈年垃圾清理攻坚

战”的时光。

多年的乡村垃圾积累让老百姓基本生活在垃圾堆里！

卢仁保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槐店乡几个村子的马路

和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村民丢弃的塑料袋、废烟盒。水塘里

都是漂浮着的塑料包装袋和烂衣服，夏天臭气熏天。公共垃

圾桶周围的垃圾撒得到处都是，地上污水横流。

时间一久，村民习以为常，惯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就是找

一个地方，把垃圾聚在一起，一把火烧掉。

槐店乡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有

无数个村子仍然有相似的景象：垃圾到处都是，甚至挂在树

枝上。有些地方的村民自己总结了一些套话，“垃圾靠风刮，

污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

好多村民以为垃圾只要不在自己家里就万事大吉，可是

垃圾的危害不只是人居环境，还污染水源和土壤，甚至影响

农作物的生长。

住建部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农村垃圾已致使1.3万

公顷农田不能耕种，3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

光山乡村也经历过垃圾围村，但在这场阳光朗洁公司持续

的“攻坚战”之后，基本实现了乡村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卢仁保说：“当时还是夏天，顶着大太阳，一直干到快冬

天，终于把垃圾清得差不多了。”

阳光朗洁公司总经理李庆安说，朗洁公司中标后，2018年

3月定下试点乡，5月在槐店乡开始搞，找队伍，清垃圾，到2018

年年底清完；达标验收后一算，总共清了5.8万吨陈年垃圾。

“最开始清陈年垃圾的时候，好多老百姓都不理解。过去

坑里、塘里都是，老百姓不让清。垃圾多年在水里泡着已经闻

不到味，一清，味道都上来了。直到最后清完，

水慢慢清了，才算好。”李庆安说。

垃圾的危害不只是人居环境，还污
染水源和土壤，甚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四站下来，李永焰一共收集能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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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最大的不能烂垃圾中的不可卖钱垃圾，就是王德宝口中只

能送到焚烧发电厂的垃圾。这种以塑料包装为主的白色垃圾，大多

是来自工业社会的消费品。作为加工产品，它们无法在自然界中自

然降解，随着大量进入村庄，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循环体系。

在送去焚烧发电厂时，转运它们的方式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根据光山地势和人口分布，阳光朗洁公司调研设计了两种转

运方式，一种是深埋桶区，适用于丘陵地区，适合人员分散、住户

不集中的地方。一种是压缩站区，适合垃圾量大、人口集中的地

区。深埋桶一个乡镇有四五十个，一共有282个。压缩站每个乡

镇只有一个，现在有9个。

在光山县寨河镇罗湖村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阳光朗洁公司的

转运车每天都会带着农村产生的不能卖钱垃圾到焚烧炉进料口，

一天投放约200吨的垃圾。

焚烧发电厂总经理罗小虎说，烧一吨垃圾，政府要补贴将近55

元；现在，他们每天可以处理周围四个县大概1200吨的垃圾，1吨

垃圾燃烧后的热能能发480到500多度电。

光山的城乡垃圾每天大概有400吨，乡村占比一半左右。根据

阳光朗洁公司提供的数据，3月3日，光山县乡村清理不可腐、不可回

收垃圾207.76吨。3月4日，清理了同类型垃圾195.64吨。

“2019年10月焚烧发电厂运行前，大都填埋了。填埋场跟不

上垃圾增长的速度，本来规划20年，现在10年就满了。”罗小虎

说，“我们省出了文件，2023年年底全省基本实现零填埋处理。

现在焚烧基本是最佳的方式。”

100吨的原生垃圾，一般有20%的水分，水处理设施能直接

处理。焚烧之后，有25%的炉渣，3%的飞灰。

垃圾焚烧强调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焚烧后的炉渣被下游

的建筑公司收购走，综合利用做成行道砖或者水泥骨料。飞灰则会

在发电厂里进行固化和稳定化处理，进行合格化监测后，进填埋场。

“我们经过处理排放的二氧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等废气，

标准远远低于国家制定的红线，每年还能减排17万吨二氧化碳；

水质、大气、土壤这些数据是和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我们月、季

都会检查，现在来说基本没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