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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市区街头有了旧衣回收箱

1月 12日，市志愿者协会在新华区中
兴路街道联盟路社区门口举行了“旧衣
回收箱”投放仪式，并将几个崭新的旧衣
回收箱安放在联盟路社区门口，以接受
辖区居民的衣物捐赠。

旧衣回收箱为长方体，有一人多高，全
身呈绿色。箱子的上方写着“投放口”，市
民只要一拉开把手就可以把衣服投入回收
箱。箱子正面写有“资源循环再利用，衣旧
深情献爱心”及回收物品的种类：四季服
装、家纺用品、鞋帽、包、书这五大类。

在箱子的一侧，还写有旧衣物收集
处理流程：收集来的旧衣物符合捐赠条
件的，清洗、消毒后捐赠；白色棉织物，纤
维化处理后做棉纱；有色织物，纤维化处
理后做无纺布；涤纶织物，化学处理分解
后做涤纶原料……也就是说，按照箱体
上标注的回收流程，这些旧衣服将根据
成色和材质加以分拣……

4月 24日，记者再次来到联盟路社
区大门东侧安放旧衣回收箱处。得知由
于此地段居民较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
向旧衣回收箱里投放旧衣物。

■我市有3个旧衣发放点

据市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周俊范介
绍，截至目前，他们已在市区各社区及住
宅小区投放旧衣回收箱200个左右，收到
各类衣物5万余件。而目前，市志愿者协
会在我市设立了3个捐赠点——宝丰县
观音堂“爱心服务站”、鲁山县熊背乡交
口村及市区建设路西段爱心商行。

1月24日，首批1200多件旧毛衣、棉
衣被送到宝丰县观音堂“爱心服务站”，
发放给急需的居民。不久，第二批旧衣
服又被送到鲁山熊背乡交口村。除此之
外，目前市区“爱心商行”还存有万余件
已挑选出的成色较新、材质较好、符合捐
赠条件的旧衣服。

“还有3万余件旧衣服正在挑拣中。”
周俊范告诉记者，针对居民投入到旧衣

回收箱里的衣服，他们专门安排了志愿
者定期负责收集，收集到的旧衣服都集
中到市区许南路超限超载检测站附近一
租赁仓库中统一堆放。分拣人员首先会
挑出成色较新、材质较好、符合捐赠条件
的衣服，经过清洗、晾晒和消毒等处理
后，打包送到我市的3个旧衣发放点，发
放给有需要的贫困群众或捐赠给有需求
的慈善机构。

■探秘旧衣的去处

4月24日上午，在周俊范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市区建设路东段许南路超限超
载检测站附近一租赁仓库，也是市志愿
者协会的旧衣分拣中心。仓库一楼的北
侧堆着小山一样的旧衣服，有的还包在
旧床单内没打开。志愿者王全军、王康
戴着口罩，正忙着从旧衣堆里分拣符合
捐赠条件的旧衣服。

“一般每月来分拣两次，每次能分拣
出两三千件。”王全军说。记者注意到，
发现有成色较新、材质较好的旧衣服，王
全军和王康都会将它们放在一边的一个
塑料筐里。在仓库南侧，放着两台在干
洗店里常见的清洗设备。据王全军说，
这两台机器，一台是洗衣、烘干一体洗衣
机，一台是干洗机。

“对分拣出来的衣服，根据材质的不
同，会投入不同的机器进行清洗。”王全
军说，一次能洗几十件。

在这两台机器旁边还放着熨烫设
备。洗好、烘干的衣服都放在熨烫设备
旁，等待熨烫。熨烫完的衣服则送到消
毒室，进行紫外线消毒。

推开紫外线消毒室的门，记者注意
到房间有10多平方米大小，沿墙安着一
排紫外线灯管，熨烫好的衣服就挂在消
毒室中间的架子上“接受消毒”。

“冬天的棉衣什么的，居民在投放旧
衣回收箱时多数都是洗干净的，我们一
般不再清洗，经过晾晒、消毒后就打包
了；春秋天的衣服因为是贴身穿，我们分
拣出来后，都会清洗后再消毒。”周俊范
说，因为人手有限，他们只能量力而行，

“而且现在的紫外线消毒还不是太彻底，

随后我们将投放臭氧消毒”。
记者注意到，消毒后的衣服，叠好的

装在衣服包装袋里，外面用笔写上男、女
及多大的号，然后分门别类、整齐地摆放
在货架上。

“这些都是收拾好的衣服，随时等待
着被运走发给有需求的人。”周俊范说。

■剩下的衣服“回赠”给爱心企业

拣剩下的衣服也被堆放在仓库一
角。据周俊范说，这些达不到捐赠条件
的衣服，他们将打包“回赠”给一家专门
从事旧衣物回收的爱心企业。

“我们这里使用的清洗设备、熨烫设
备及消毒设施都是这家爱心企业捐赠，让
我们无偿使用的。作为回报，我们将这些
不符合捐赠条件的衣服打包送给‘爱心企
业’，由他们进行环保处理。”周俊范说，

“白色棉织物和有色织物通过纤维化处理
变成棉纱和无纺布，涤纶织物通过化学处
理分解，转化成涤纶原料。”

周俊范说，他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企
业按照这些旧衣物的原材料，分为化纤、
棉、腈纶等类别，经过环保处理方式进行
再回收利用，成为制作环保编织袋、大棚
保温层以及手套、拖把等物品的原材料。

对于在收集旧衣物中需要支付的运
输成本等，周俊范说，他们一般都以打包
的形式，向国内一些有资质的基金会申
请项目，以维持所需的运输成本。

■勿投定向捐赠的爱心物品

此外，志愿者在整理“旧衣回收箱”
里的衣物时，发现市民不仅捐助有旧衣
服，还有其他一些旧物。“包装好的作业
本、书，上面还写有让送到哪儿……还有
的市民将内衣什么的也都投放到回收箱
里。”对此，周俊范提醒市民：因为挑拣困
难，“旧衣回收箱”主要收取五大类物品，
四季服装、家纺用品、鞋帽、包、书。希望
市民在捐赠时，尽量不要捐带有定向性
的爱心物品，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请通
过专门的渠道捐赠。

“贴身衣物最好不捐赠，这类衣物不
好清洗，易传染皮肤病等。”周俊范说。

旧衣回收箱里的衣服去哪儿了？
记者追踪采访为你“揭秘”

□本报记者 李霞

谢友芳是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矿前街社区矿前街小区9
号楼的楼栋长，她今年已 70
岁了，可她仍一如既往地热心
为社区居民服务，在小区里威
望很高。4月25日，记者在该
社区办公室内见到谢友芳时，
她正在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整
理近期的居民征兵资料。

“平常的低保人员入户调
查、流动人口登记等工作，还有
这段时间开展的适龄青年征兵
入户工作，谢大妈都随叫随到，
跑前跑后，没少帮忙……”社区
工作人员赵丽娜告诉记者，谢
大妈是该社区的老住户，对小
区各户居民家的情况都比较
熟悉，再加上她为人热心，平
时爱为居民做好事，一年前，
她被居民们推选为 9 号楼的
楼栋长。

她所在的小区处于城乡
接合部，流动人口多，人员复
杂。谢大妈得知后，她和社区
的其他几位楼栋长一起，经常
配合社区在居民间开展各种
各样的活动。平时，居民向她
反映什么问题，她都会及时将
这些问题转达给社区，而社区
有事情传达时，她也会及时通
知居民。

去年7月份，谢大妈楼上
有居民向她反映，9号楼东头
存在电线私拉乱扯现象，大大
小小的电线扯得像蜘蛛网一
样，有时还会冒火星，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谢大妈得知后，
平时就在旁边看着，不让小区
的孩子们在扯有电线的楼边
玩耍，同时，她及时将此事向
社区和有关部门进行了汇
报。很快，有关部门在此处重
新铺设了电线，消除了安全隐
患。

在社区居民孙翠花眼中，
谢大妈还是个热心人。小区内
有一个公共垃圾池，平时经常
有居民向池内扔垃圾时，为了
少走几步路，将部分垃圾扔在
垃圾池的外面，谢大妈只要看
到，就会拿着扫及时清理干
净。该社区文化大院健身小广
场东侧有一老式公厕，过去因
为常年无人打扫，总是污物遍
地，今年春节前夕谢大妈发现
后，隔三岔五地与老伴一起，不
怕脏不怕累地义务打扫……

面对大家的夸奖，平日里
快言快语的谢大妈显得很不
好意思，她说，自己是楼栋长，
虽然不是一个多大的官，却是
一份来自街坊邻居的信任和
荣誉。既然要干，就要把这份
工作干好管好。

谢友芳：

爱管闲事
的楼栋长

今年初，一批由市志愿者协会投放的旧衣回收箱开始出现在市区各个社区及住宅小区。当这些回收

箱被装满，就会有志愿者及时把旧衣服拿走，作进一步的处理。这些旧衣服最终的去向是哪里？不符合

捐赠标准的那一部分又将如何处理？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清洗后的衣物要进行紫外线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