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假與垃圾山 

 

                    
 

以下為數則新聞報導，請就此類事件提出個人評論： 

 

⚫ 上週中秋連假期間，大批民眾前往台南觀光旅遊，著名景點黃金

海岸、親水公園流下大批民眾烤肉與放鞭炮所遺留下的垃圾，中

國媒體《上觀新聞》也趁機見縫插針，嘲諷台灣民眾的公德心和

素質怎麽會低落到這個地步！並表示當外國人指責中國人素質差

亂丟垃圾時，當中可能有一半都是台灣遊客…然而近期也有陸媒

報導，中國「十一長假」的第一天，著名地標天安門廣場就清出

了近 8 噸的垃圾，不少陸媒都跟進報導，並感嘆國民總體素質有待

提升。 (2020/10/08 三立新聞網 ) 

 

⚫ 疫情下港人難以出國，不少人退而求其次選擇本地遊，惟郊野環境卻因部

分遊客缺德行為而受污染。有網民於 Facebook 指趁中秋長假最後一天前往

西貢塔門享受自然環境，卻於觀景亭一帶發現大量遊人遺下之垃圾，當中

包括膠瓶膠袋、食品包裝及紙巾等雜物，另外更有燒烤用具如燒烤叉、氣

罐甚至平底鑊等等，事主又指見不少垃圾中仍有食物殘渣，擔心如有牛隻

誤食將有礙其健康。事主稱觀景亭內仍有不少遊人，卻對眼前垃圾遍地之

景象無動於衷，於心不忍之下決定於附近垃圾站取走垃圾桶及掃把自行清

理，最終一共清出 3 大袋垃圾，重量足足有 20 公斤以上。 

缺德行為令事主甚為氣憤 

「明明相隔 10~20 米就有垃圾桶站，點解做唔到自己垃圾自己帶 

走嘅郊遊最基本守則？」 

(2020/010/05 晴報) 

 

⚫ 春節連假拚出人潮，阿里山小火車載客量比去年成長近 3 成，阿里山森林

遊樂區初一至初五湧入 41000 多名遊客，嘉義市文化路夜市人山人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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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多，垃圾跟著爆增，嘉義市環保局春節期間清運 1200 多噸垃圾，比去年

增加 70 餘噸。  (2020/02/10 中時新聞網) 

 

⚫ 國慶焰火今晚在台南市安平區漁光島試放，觀夕平台鄰近漁光島海

岸，同時是 3 個副舞台之一，秋季淨灘剛好提供遊客更舒適乾淨的觀

賞環境。環保局人員表示，2 個小時淨灘，共清出 1200 公斤垃圾，以

300 公斤蚵殼為最大宗，另有可回收廢棄物 100 公斤，其中鞭炮紙盒

更重達 8 公斤。  (2020/0926 中央社) 

試評： 

 

    當然，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看成是一個民眾公德心和自律素質不夠的現

象，不論是大陸或台灣在現階段都仍然是個困擾！不要以為所謂的先進國家的

國民素質就會比較高不會有類似的問題，我們只要在節假日的旅遊熱點或選舉

造勢場合完畢後去看看，就會發現這其實是有待大家共同解決的問題！ 

 

    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靠媒體或政府宣導？靠從小教育？靠取締處

罰？靠宗教教化？靠發動志工幫忙清理？……等等，不管是哪一種方法，不是

緩不濟急就是要在不是很大的場合才可能起到作用，可是在大規模或沒人管得

到的地方，要如何喚起人們的自覺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有沒有其他更好一點的

辦法呢？ 

 

    我們知道，人是「好逸惡勞」的，人是「有樣學樣的」，當然也是能喚起人

們「道德良心」的，因為這就是人性！例如，同一個人在原本就很乾淨地上不

會任意的往上面亂丟垃圾，可是在原本就很多垃圾的地方就會順手的丟下垃

圾，因為不差我這一個，所以丟不丟下垃圾不見得就代表個人的素質！ 

 

因此，如何誘導人們這種自律的天性，就可以轉變成一個「管理課題」。 

 

請看看： 

 

「為什麼不多走 10~20 米的路把它丟到垃圾桶裡？」 

      「因為垃圾桶太遠了！」 

 

「為什麼隨手亂扔垃圾？」 

「不是滿地都是嗎，又不差我這一個！」 

 

    「為什麼各種垃圾都塞在一起？」 



          「沒看到分類的垃圾桶啊。」 

 

    「為什麼弄得的一大攤亂七八糟的？」 

          「垃圾桶早就塞滿了，不丟在旁邊要丟在哪裡？」 

 

    「為什麼不自己帶走，要到處亂丟？」 

          「太多了，不好帶！況且也沒有人帶，帶走還不是丟掉！」 

 

     …… 

     

我們能不能在管理規劃上事先考慮到以上問題，是不是就可以改善垃圾亂

丟的問題呢？ 

 

    收取垃圾集中處理本就是政府環保單位的工作職責，在節假日的景區和活

動後辛苦的清除民眾亂丟的滿地垃圾，靠抱怨靠嘆氣並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是

不是應該從改變處理的方式著手？ 

 

    我們可以先從了解狀況做起，要求各環保單位每次在轄區事後實際清理的

同時要作好以下的記錄：是什麼節慶？在什麼地點？有什麼種類的垃圾？各有

多少？如果我們把這些記錄都登記在地圖上，不是就可以看出不同情境下可能

會產生垃圾的全貌嗎？這些資料就是我們在下一次同樣的節慶前要作什麼準備

最好的指引，因為這就是「需求」。我們可以根據過去資料的大數據分析，知道

要在什麼時間、什麼位置、置放多少容量的臨時垃圾收集袋、應該作哪些垃圾

分類、清運垃圾應如何配合、如何調度環保人員的人力因應、如能募集志工應

如何調配支援……等等，這就是「管理」！這樣一來，相信以現在的國民素

質，一定能夠得到民眾的配合，事後的清運工作也會比較有序和有效率！ 

 

    同學們，關於這個課題，你還有什麼其他看法或補充意見嗎？請提出分享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