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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已至，衣柜里不要了的换
季衣物怎么处理，成了一些市民的

“小烦恼”。直接扔了，怪可惜的；想
送人，又不知该送给谁——这些烦
恼最终汇总成一个不小的数据。据
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2000 万吨废旧
纺织品积压。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
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中
国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体系将初
步建立，循环利用能力大幅提升，
废 旧 纺 织 品 循 环 利 用 率 达 到
25%。

顺应循环利用的发展趋势，旧
衣服各大线下回收站点和线上回收
平台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旧衣服
是怎样回收的？回收后又去哪儿
了？近日，我通过浙江规模最大的
互联网旧衣回收平台之一——“白
鲸鱼”，开启了一段追踪旧衣回收
之旅。

一键下单快递上门
小奖品包邮到家

整理衣柜后，我淘汰了8件旧衣
服——1 件红色羽绒服、3 件毛衣，
以及4件白色T恤。

打 开 支 付 宝 ，搜 索“ 旧 衣 回
收”，点击排名靠前的“白鲸鱼旧衣
服回收”小程序，依次填写取件地
址、衣服重量等信息后，我预约了
快递上门收衣服的时间。小程序
显示，回收旧衣的最低重量要求为
5 公斤，但新旧程度、大小、薄厚等
不限。回收旧衣平台并不给我付
费，但还是提供了肥皂、置物架等
小奖品，在我下单成功的同时提示
包邮到家。

“您好，取衣服。”一个多小时
后 ，顺 丰 快 递 小 哥 敲 开 了 我 的 家
门。他接过包裹过秤后，屏幕显示：
6.3公斤。

“我要不要付快递费？这些衣
服都可以回收吗？”我接连问道。

“不用，到付。”小哥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包裹看了看：“没问题。”整
个 揽 收 过 程 差 不 多 两 分 钟 ，很 方
便。小哥告诉我，从去年开始，回收
旧衣的接单量明显增多，他有时一
天能接五六单。

这些旧衣服快递到哪儿去了？
快递件上的收件地址写着：杭州市
萧 山 区 浦 阳 镇 下 湾 村 旧 衣 分 拣
仓库。

包裹寄出后，我辗转联系上了
“白鲸鱼”平台运营方——杭州肯菲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晓东。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快递件上的地
址是“白鲸鱼”平台位于杭州的仓
库，包裹一般两天之内能到达。

“选择回收旧衣的人越来越多
了。”方晓东告诉我，“白鲸鱼”在杭
州地区现在一般每天要接2万单，有
时能突破 3 万单。按现在的平均量
一个包裹 12 斤算，保守估计一年至
少能回收6万吨旧衣服。

衣服鞋子都能回收
分拣越细越有价值

“你的包裹我们收到了，来仓库
看看吧。”两天后，我接到方晓东的
邀请电话。跟着导航，我从杭州市

区出发，开车来到目的地萧山区下
湾村。

仓库门口，白色的“依维柯”和
大大小小的快递车开进开出。每
天，来自杭州各地的废旧纺织品，被
运 送 到 这 个 9000 多 平 方 米 的 仓
库中。

“很多人认为不能回收的，我们
都能收，包括鞋子、包具、毛绒玩具、
床单被罩等。”仓库负责人李立英透
露，这些废旧纺织品其实都是宝：新
的衣物，在仓库内的消毒区消毒后
打包捐赠；其他有破损、污渍等，无
法再次使用的，可以进入再生资源
的利用环节。

工人们忙着拆开包裹，山一样
的衣服堆在仓库里，我此前淘汰的
8 件衣服也在其中。质监员陈丽决
定 带 着 我 体 验 一 把 分 拣 衣 物 的
过程。

我们拿起衣服，从里到外检查，
尤其要仔细观察袖口、衣领等处是
否完整无损。“我们要把至少是九成
新的衣服挑出来。”陈丽说。

在捐赠区，几台衣服消毒处理
机正通过臭氧和紫外线，同时对200
余件衣服消毒。20分钟后，衣服“出
仓”，在这里等待打包。“我们会联合
慈善机构等，将这些衣服捐赠到他
们对口支援的地区。”同在一旁的李

立英说。
在根据新旧程度分拣旧衣服

后，还要根据材质再次分拣。李立
英以我的衣服为例，讲起了其中的
门道：“你的4件T恤，摸起来滑滑的
是涤纶，手感细腻的是棉质。其他3
件毛衣有 2 件是混纺，1 件是羊毛。
剩下的羽绒服，也会拆开分类。”她
说，这些不同种类的衣服都有不同
的归宿，实现精准分类后，才能保障
处理工艺顺利进行，实现废旧纺织
物高值化再利用。

“分得越细，利用率越高，就越
有价值。”李立英说。

燃烧棒隔音棉保温棉
旧衣服变废为宝

“是不是想知道你的衣服最后
变成什么样？跟我来。”带着我那几
件已分好的棉 T 恤，我和李立英来
到几公里外的加工车间。

只见设备上一排类似出水口的
管子，正吐出一根根长约 5 厘米、直
径约 2 厘米的黑色短棒。伸手摸一
摸，还比较柔软。

“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叫燃
烧棒。”李立英掰开一根向我展示：

“你仔细看里面的材质，还能看到

粗 布 ，它 们 都 是 用 棉 质 废 纺 制 成
的。”

制作燃烧棒的第一道工序是粉
碎。工人们将混着我棉 T 恤的一堆
衣物扔进破碎机中。伴随着“轰隆”
声，衣服被高速旋转的齿轮四分五
裂。这是粗破，随后，他们还要进行
一次类似流程的细破。最终，各种
颜色的棉质布料混在一起，由工人
们分批搬运到成型机旁。

“最关键的就是压缩成型。完
成这一步后，废纺就真的变废为宝
了。”李立英指着身旁高四五米的成
型机说。我拿起铁锹，跟着工人们
一起像铲雪一样将碎布铲到面前的
传送带上，最终进入成型机。另一
边，一名工人不断地向机器内加入
木屑等辅料，以提高燃烧棒的燃烧
效率。在设备内经过高温压缩，十
几秒后，原本五颜六色的废纺变成
了一根根黑色燃烧棒，从下面的出
口“吐”出来。

“这些棉质原材料具有较高的
发热量。生产出的燃烧棒主要销往
火力发电厂。”李立英介绍，燃烧棒
每吨价格在 400 元左右，比普通煤
炭价格低一半。

“除了做成燃烧棒，你剩余的
几件衣服我们都能再生处理。”李
立 英 告 诉 我 ，我 的 混 纺 毛 衣 可 以

被 加 工 成 地 毯、劳 保 手 套 的 原 材
料；涤纶 T 恤可以重新加工成涤纶
纤维，制成填充材料，用于家居行
业；羊毛衫通过高温提炼后，羊毛
原材料可在工业农业领域二次使
用；羽绒服里的羽绒，拆出后经高
温消毒也能循环利用。杭州肯菲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多家企业
合 作 ，具 备 比 较 齐 全 的 再 生 资 源
处理模式。

除了衣服，我在车间里还看到
很 多 回 收 来 的 鞋 子 和 包 ，它 们 也
各有用处。比如橡胶鞋底可制作
成 马 路 上 的 减 速 带 ；成 分 复 杂 的
废旧纺织品也可以通过重新拆切
破碎、开松、热机械等处理，最终
变成隔音棉、保温棉、板材等建筑
材料。“废旧衣服加工成布碎后的
卖 价 并 不 高 ，但 加 工 成 工 业 棉 布
后 ，卖 价 有 近 万 元 一 吨 。”李 立
英说。

在李立英看来，虽然废纺回收
和可再生利用已逐渐步入正轨，但
依然任重道远。“衣
服的成分越来越复
杂。接下来还要不
断改进技术、提升
分拣效率，生产出
附 加 值 更 高 的 产
品。”

记者开启追踪废旧纺织品回收之旅，一起来看看——

旧衣服的“七十二变”
本报记者 王逸群

应忠彭

王逸群

从冰箱里取一盒预制
菜 罗 宋 汤 ，放 进 微 波 炉 加
热，5 分钟后，“叮”一声，加
热结束，揭开密封纸便香气四
溢⋯⋯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类似的预制菜逐渐成了广大消费
者的新宠。

日前，温州市召开推进预制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并评选出“温
州市预制菜十强企业”。预制菜是
怎样做出来的？消费者能否吃得放
心？我走进“十强企业”中的顶诺食
品有限公司，选择一款深受市场欢
迎的罗宋汤，探访其生产过程。

番茄带着田野气息

“来，收货了！”早上 7 时 30 分，
一辆满载着蔬菜的厢式货车驶入位
于瓯海区潘桥街道的顶诺食品有限
公司。车辆停稳后，工人石邦情推
着装卸车出来接应，过秤、检查后，
一筐筐还带着田野气息的番茄被送
进了生产车间。

这批新鲜番茄产自 50 多公里
外的田头，1 个多小时前，还在平阳
县昆阳镇后岙村的田里。

我随手捡起一个番茄，红彤彤
的，尝一尝，甜甜的。“番茄品种很
多，做罗宋汤、番茄牛腩和番茄酱的
原料，要求是粉果品种，酸甜度4.5%
至 5%，这样口感才更好。”顶诺食品
负责人黄玉克说，做预制菜的第一
道关是要选好食材。像这样的优质
粉 果 番 茄 ，公 司 一 年 要 消 耗 约
180吨。

今年以来，该公司以牛肉、番茄
等为原料，已经研发出罗宋汤、番茄
牛腩、金汤肥牛、牛腩煲等 10 多种
预制菜，产品进入全国 5000 多家
商超。

说话间，我跟着黄玉克来到生
产车间门口，只见几道玻璃门将车
间与外面隔离开来。穿上白色工作
服，戴上防尘帽，洗手消毒后，我跟

着车间工
人 来 到 蔬 菜
清洗、粗加工车
间。

水槽里，番茄来回滚
动、翻洗，一旁，清洗工田月还
紧盯着翻滚的番茄，她说：“清洗的
时候还要人工挑选，成色不好的番
茄不能进入下一道环节。”机器清洗
加人工“监督”之后，番茄被传送到
切丁机前。随着“嗤嗤”声响，机器
另一头出来是正方体颗粒，我俯下
身子仔细查看，番茄颗粒大小均匀，
每颗边长都是2厘米左右。

切丁机旁，一台刀片机也在工
作，一个个洋葱被送进去，出来后片
片匀称，成了制作罗宋汤的配料。
这里还有肉类切割机，用红外线瞄
准，刀片落下，整块牛肉被切成大小
均匀的小块。“机器操作不仅提高了
效率，也保障了品质标准。”黄玉
克说。

电脑控制10来个“大锅”

切好的菜，通过不同的传送带，
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很好奇，这里的厨师会有什
么不一样。正想着，来到了配料生
产车间，只见眼前摆放着一个直径
约 1.5 米的大炒锅，锅下还冒着天然
气燃烧的蓝色火焰。一位厨师正挥
动着大铲子翻炒配料。工作人员

说，这个大炒锅主要
用来炒洋葱、姜、蒜等，它们起锅后
将被送往下一个环节——预制菜生
产车间。在配料生产车间的另一
侧，切好的牛肉块被送入烤箱里烘
烤 25 分钟后，也被自动传送到预制
菜生产车间。

这里绝大部分工作由机器自动
完成，个别需要烹饪经验的环节，比
如为了更好地保证配料的香味，仍
采用人工翻炒的方式。

再往里走就是预制菜生产车
间，这里面竖立着 10 多个直径约 2
米、高低不同的罐体，一侧的显示屏
上显示着不同的数据。抬头望去，
顶部布满各类白色的金属管道。整
个车间 600 多平方米，里面只有两
名工作人员。黄玉克说，这些新引
进的预制菜生产设备，是整个生产
过程的核心，锅炉房里天然气把水
烧开后，蒸汽通过管道输送到这些
大罐体中，用于加热。

“真空吸料量 66 千克，进热水
量104千克，搅拌时间99分钟⋯⋯”

预制菜生产车间负责人刘德鹏和另
一位工程师叶星鹏仔细核对数据
后，按下屏幕上的按钮，发出了做菜
指令。随后，前一道流程里粗加工
后的牛肉、配料以及切好的番茄丁
等食材，通过管道进入1号调配罐。

“1 号、2 号两个调配罐主要用
来生产罗宋汤。”刘德鹏介绍。经他
指导，我按下了显示屏上的一个按
钮，设置好温度、时间，启动了2号罐
体的罗宋汤生产。巨大的罐体里，
一根粗大的搅拌棍一直在搅拌，汤
料、番茄、牛肉块混合在一起焖煮、
熬制。1 个多小时后，我们返回这
里 ，站 在 罐 体 旁 边 已 闻 到 了 一 股
香味。

“如果加满，一个大罐能加入 3
吨罗宋汤原料，熬制完后成品约有
1.5 吨。”刘德鹏说，除了罗宋汤，番
茄牛腩等预制菜也是类似做法⋯⋯
智能化机器的应用，让做菜变得更
简单，效率大大提升。

机器大批量做出来的菜，如何

保障口感？“这
跟火候、配料比例

等有关，我们在每道菜
制作前，都会试验上百次，把

机器调整到最佳状态。”刘德鹏说。
做好的罗宋汤，经过管道输送

到另一个储罐体里暂时储藏，等待
包装。刘德鹏启动“分包”按钮后，
罗宋汤被均匀地分成了若干小份，
自动包装好，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

速冻机1分钟锁鲜

包装好的汤料，摸上去还发烫，
能否急速降温是菜品保鲜、可口的
关键。

我又跟着刘德鹏来到包装车
间，只见一条长长的输送带穿越而
过。“这是公司新采用的设备，叫螺
旋速冻机。”刘德鹏说，螺旋速冻机
可厉害了，有 30 多米长的速冻管
道，滚烫的菜品在速冻管道里全程
走一趟大约只要1分钟，出来的时候
温度就已降至零下18摄氏度。

速冻后的罗宋汤包装盒上覆盖
了一层白白的霜雾，通过传送带出
来后，又要过精拣机，检测包装盒里
是否有金属丝等异物，进一步把好
质量关。

“车内温度零下 8 摄氏度，确认

无误。”中午12时30分，冷链车到达
工厂门口，检查冷链车内温度后，工
人们将包装好的第一批预制菜装
车，送往各个超市、门店。

“我们冷链车上都装有温度感
应器、门磁开关感应器，每次开门、
关门，后台都会记录信息。”刘德鹏
说，如果哪辆车的行驶轨迹超出预
定范围或者门磁异常打开，后台工
作人员就会与驾驶员联系并及时处
理相关问题。

“跟了一上午，来尝尝我们的预
制菜味道怎么样。”冷链车出发后，
工作人员杨凯强拎着一盒罗宋汤来
到办公室。罗宋汤在微波炉里加热
几分钟后，香气四溢。我拿起调羹，
舀起罗宋汤往嘴里送，糊糊的汤里
夹着牛肉粒，酸甜软糯、入口即化，
我顿时胃口大开。

探访顶诺食品后，我从温州市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接下来 3 至 5
年，温州将努力打造长三角预制菜
产业名城，构建 10 条特色产业链，
培育 100 家预制菜示范企业，让全
产业链产值达1000亿元。

记者在温州食品企业体验预制菜生产者在温州食品企业体验预制菜生产——

机器烧的罗宋汤机器烧的罗宋汤,,酸甜开胃酸甜开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应忠彭应忠彭

杭州商场内的一处旧衣回收站点。受访者供图 质监员在仓库里分拣旧衣服。 本报记者 王逸群 摄 用棉质废纺做成的燃烧棒。受访者供图

2 3

工程师（右一）按下按钮开始烧
菜。 共享联盟瓯海站 王斌 摄

速冻后的罗宋汤。 本报记者 刘琨 摄

微波炉加热后，可口的罗宋
汤出炉。 本报记者 刘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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