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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新闻】

1.湖北当阳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近年来，湖北省当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因地制宜，多措

并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递点选址、建设、运行等工作，截

至目前，当阳市累计撤除居民小区零散投放点 880处，建成

区建设垃圾分类投放配套设施 1031 座，全市分类投放设施

已实现全覆盖。

据了解，香榭里社区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

放试点工作，社区居民主动当起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员”。一

方面，“宣传员”同包联单位、下沉党员、物业服务企业、楼

栋长一起，通过“进家入户”的方式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

和宣传单。另一方面，通过召开茶话会，向居民征集关于生

活垃圾定时投放时间的意见，引导大家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相关负责人表示，“宣传员”的不懈努力带

动了所在单元楼栋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目前，香榭里

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居民参与率已达到 90%以上，居民

已基本养成在家分好类、出门分类投的良好习惯。

如今在当阳市，像香榭里社区这样落实生活垃圾“定时定

点”分类投放工作的小区目前已实现全覆盖，“新模式”已变成

“新日常”。未来，将继续推进当阳市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走细。

2024.12.02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8944e5113f8d4b6d80f3e9ed73a80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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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温州：智慧分类构筑绿色生活

垃圾分类是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有力践行，也是实施

“双碳”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加快生

活垃圾分类的推广步伐，从局部试点到全面铺开，已取得初

步成效。然而，市民垃圾分类意识薄弱、随意丢弃未分类垃

圾以及混收混运等现象，由于缺乏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成

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管理水平，温州市以数字化技术

为依托，构建可视化、全流程的垃圾分类与市容环卫协同应

用系统，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

聚焦分类一件事

数字赋能谋创新

温州市垃圾分类与市容环卫协同应用系统由温州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建设，充分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

物联网、AI 等前沿科技，建立一个覆盖市本级、13 个县（市、

区、功能区）的垃圾分类统一监管服务平台。通过对全市垃

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数据扩面归集，探索

“垃圾分类质量不合格提醒”“垃圾房外丢包或满溢 AI 预

警”“有害垃圾监管”“便民回收”等精细化功能，努力构建数智

闭环、服管融合的监管机制。

同时，该项目与省级 APP 浙里办衔接，打造“瓯小分”应

用，推进民生领域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开放。方便社会公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0291d3a620024e748b23ce1396ff19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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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积极参与“便民回收预约”“易腐垃圾纯净度打卡”“垃圾分

类知识答题”“垃圾分类科普馆预约”等日常业务场景，在“我

要曝光”板块快速反馈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市容环境以及垃圾

分类问题。此外，在应用中率先将垃圾分类行为与“碳普惠”

体系相衔接，打造全市统一的碳积分与兑换平台，社会公众

参与应用板块即可获得积分权益，实现“碳普惠”与垃圾分类

双融双促、共同提升。

深化全流程监管

升级智慧监管架构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温州市垃圾分类与市容环卫协同应

用系统由环卫综合数据、分类全流程、市容环卫协同、公众

服务四大功能模块组成。

环卫综合数据模块是系统的“智慧大脑”，整合海量环卫

数据。平台已纳管全市垃圾屋、垃圾转运站、处置终端摄像

头 3409 个，全市分类转运车辆、环卫保洁车辆 2700 余辆，

保洁人员工牌设备 3000 余个，初步实现设备、车辆、人员

监管全覆盖。此外，所有的环卫运行数据与浙江省一体化数

字资源系统、浙江省碳普惠系统、温州市公共数据系统等衔

接，实现信息共享与管理协同。

分类全流程模块注重垃圾分类各环节的精细监管。在投

放环节，对全市 843 个垃圾投放点赋能 AI 算法，通过视频监

管可自动识别垃圾桶满溢、桶外丢包情况，及时反馈相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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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单位即时整改。系统上线测试以来，已发布 9755 条

预警，自动识别闭环 7660 条。在收集与运输环节，对收集

的各类垃圾的分类质量和去向实时登记并上传系统，对经常

出现分类质量不佳的小区，及时反馈至属地街镇强化管理。

在转运与处理环节，对转运站实时监管、收运车落实进出登

记，确保转运环节规范运行。此外，通过收运车进出处置终

端计量监管、炉温实时监管与预警等功能实现了对处理过程

的严格把控。

市容环卫协同模块助力提升管理效能。该模块广泛涵盖

了道路保洁、城镇公厕、市容广告等市容环卫的日常监管与

评价内容。通过构建完善的评价与监督机制并借助浙政钉平

台的“温州市容环卫”应用，实现了日常巡查、周期性检查等

多种评价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日常业务评价的全面性和

精确度。在此过程中，能够迅速识别并解决环卫作业中的各

类问题，有效推动了管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公众服务模块注重垃圾分类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精心

打造生活垃圾分类公众服务平台移动端——“瓯小分”应用，

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我要曝光”板块，市

民可快速反馈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市容环境以及垃圾分类问

题；通过“分类科普馆”板块，市民可快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每日答题”“每日一袋”板块，市民可检验自己学习的分

类知识并获得积分兑换奖品；通过“便民回收”板块，市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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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并获得“碳普惠”积分和权益，让绿色

生活成为新风尚。

温州市垃圾分类与市容环卫协同应用系统的建设，不仅

标志着城市管理手段的一次革新，更是深刻体现了城市对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实践。该系统通过全面引入智慧化流程，

重塑并优化了垃圾分类的管理框架，促使垃圾分类行为由被

动向主动转变，显著提升市民的参与热情及分类精确度。展

望未来，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继续推进该系统的广泛应

用，旨在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智慧分类“温州模式”，并为全

国树立“样板城市”的典范迈出坚实而有力的步伐。

2024.12.05

3.湖北兴山加强垃圾处理数字监管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近年来发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开

源运用优势，建立城乡垃圾清运处置一体化管理平台，致力

于实现全县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目标。

围绕城乡垃圾全生命周期管理，兴山县构建了集源头分

类、垃圾定点投放、城乡一体转运、末端处置健全于一体的

全链条体系。该体系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基础数据为底图，

打造专项标准、专业智管、专题监督为理念的垃圾收运处置

模式，形成了“数字监管、城乡一体、整体智管”的全域统

管格局。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c56f0f51c68f4558931505ea9ac84e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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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兴山县详细记录每个垃圾收集点位的覆盖户数、

人口、公益性岗位，绘制全县垃圾收运“一张图”，做到一

图统管、全域监测，尤其在镇村推行“撤桶并点”“一桶一

码”措施，实现垃圾分类精准投放、集中管理。目前，全县

镇村已布设垃圾集中收集点 976 个、垃圾桶 8986 个，覆盖

3.1 万户居民。

转运上，对垃圾收集点位、乡镇中转站等安装智能监控

设备，实现收运全程数字化监控、可视化监管。末端上，利

用综合处置中心的数据和监控影像接入管理平台，实时查看

垃圾末端处置情况，做到垃圾处置环节清晰、运行规范。

2024.12.16

4.江苏南通：全力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关乎村民生活环境的“关键小事”，

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南通的重要内容。今年，江苏

省南通市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融入乡村振兴和“百村示

范、千村整治”工程中统筹推进，市城市管理局按照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部署要求，以推进“环境清洁”“设施建设”“垃圾分类”

三项任务为重点，全力提升垃圾治理水平，持续净化农村人

居环境。

南通市扎实开展清洁行动，消除环境卫生死角。该市印

发《南通市环境清洁行动方案》，既做到方案引领、科学治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35fbd439314045a580342d23fb2ebd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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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求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南通标准，又做到

问题导向、综合施策，实现常态长效管控，强化督查环节，

让成果真正落地落实。

南通市提档改造环卫设施，确保垃圾规范处置。当地积

极争取资金，方案重点围绕补足设施短板和改造老旧设施两

方面编制设备更新计划。推进老旧环卫设施改造，持续完善

农村垃圾分类设施，科学确定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模式，抓好

长效管理。

南通市实施垃圾分类行动，提升乡村文明程度。该市抓

好宣传发动，由街道镇村打好“第一枪”，志愿服务和学校课

堂发挥各自优势。指导各地围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

垃圾等分类收运处置全链条完善工作体系，做好经验梳理和

推广，以点带面实现整体提升。

2024.12.20

5.舟山市构建小岛垃圾资源利用标准体系 打造海岛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舟山模式

舟山市为破解小岛生活垃圾治理瓶颈，积极构建小岛垃

圾资源利用标准体系，推动形成共建共享的垃圾治理格局，

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全覆盖。

一是认真调研摸底，探索处理模式。经全面排摸框定 49

个住人悬水小岛纳入资源利用标准体系范围，因地制宜分别

采取就地处理和纳入市级统一处理等模式，推进分级分类资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5249cda947ab4beca87f120ace9555c5.html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5249cda947ab4beca87f120ace9555c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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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利用，形成“一个离岛统全域”的处理模式，实现小岛

垃圾收运处理全覆盖。目前已印发出台《舟山市生活垃圾一

体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小岛垃圾资源利用标准体系建设

方案》和《小岛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建设管理规范》《小

岛建筑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建设管理规范》《小岛垃圾集置点

建设管理规范》《小岛垃圾收集车辆规范》《小岛垃圾收运

规范》五项标准规范，助力打造具有现代海洋城市特色的小

岛垃圾处理“舟山模式”。

二是强化综合施策，推进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设施提标

改造，市级餐厨垃圾处理技改增容项目开工建设，提前完成

全市 3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任务，提升改造 4 座垃圾

压缩站，并通过采购密闭式垃圾厢体、规范建设垃圾集置点

等方式，提升小岛垃圾暂存能力，有效应对因恶劣气候导致

垃圾无法及时转运出岛的急情。目前已基本实现小岛垃圾压

缩设施全覆盖，全市 7 个小岛具备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能力，

各小岛基本具备 3天左右的垃圾应急暂存能力，杜绝二次污

染。

三是加强监督执行，推动规范落地。将垃圾治理重点任

务指标纳入市委市政府综合考核，强化部门协同共治，建立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评价制度》，定期调度全市垃圾治理工

作进展情况，实行调度、汇总、分析的滚动推进机制，及时

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确保高效完成目标任务。持续开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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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测评，对全市重点行业系统每季度抽取点位进行测

评，掌握实际情况并反馈牵头部门攻坚推进。加强环卫行业

指导服务，开展全市环境卫生目标责任制评价，提升精细化

管理水平。

2024.12.26

6.乡村洁净处处景——广西龙圩推行户收村运县处理

垃圾收运新模式小记

平时“藏”在地底，清运时才露出地面，美观、无异味、

容量大、智能化——这是地埋式垃圾桶，有效解决了垃圾易

腐恶臭、蚊蝇滋生、污染环境等问题。近年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梧州市龙圩区 4 个乡镇实现地埋式垃圾全覆盖，全域推

行户收村运县处理垃圾收运新模式，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提

高了 51%达到 100%。

在龙圩区新地镇富回村狗牙埌屯村口左手边，橙色、绿

色的垃圾桶深埋入地，露出一个烟囱式的桶盖，周边是一组

由梅花、坡屋顶、标语等元素组成的背景墙，一个垃圾回收

点就是一道亮眼的乡村景观小品。

驱车在龙圩的村镇间穿行，发现村村都是这样的地埋式

垃圾桶。龙圩区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郭沛初介绍，

龙圩通过整合乡村振兴、专项债、EOD 等项目及统筹区本级

财政资金共计 7500 多万元，建设地埋式垃圾桶 407 个，采

购发放户用垃圾桶 67000只，实现全域地埋式垃圾桶全覆盖。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146c69dc55ba41408f7c68a598a5d12c.html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dfxx/art/2024/art_146c69dc55ba41408f7c68a598a5d1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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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坡镇交村，垃圾收集员周彩莲开着电动三轮车正在

走村到户收集垃圾。收满一车，她会就近拉到地埋式垃圾站

点倾倒。交村布置了 11 个地埋式垃圾桶站点。村里每

800-1000 人会布置一个地埋式垃圾桶站点，替代了过去的垃

圾中转站和垃圾桶功能。

郭沛初介绍，地埋式垃圾桶单桶最高可容纳 1.5 吨垃圾，

使用寿命达 10 年以上，可轻松实现电动环卫三轮车、人力

三轮车、环卫手推车直接投放，单桶吊装作业时间只需 5-6

分钟，大大降低了环卫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垃圾桶容量达到 80%后，就会启动满载预警，通知吊装

车前来处理收运。”负责垃圾收运的企业博亚涛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龙圩区投入专项资金建设垃圾收运数据管理系统，

通过安装在地埋桶内部的传感器，实现智慧监测和预警，随

后由专职人员启动升降装置并实施转运、更换备用桶，提高

收运效率。

交村村民莫金弟没事就爱到村里议事亭来坐坐。58 岁的

莫金弟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村里的环境脏乱差臭，污水乱

排、垃圾乱扔，这些年一直在改善，特别是引入地埋式垃圾

桶后，村民只需要把垃圾丢到门口的垃圾桶，收集员每天上

门收运，村民现在干净整洁，舒适宜人。

莫金弟感慨：“垃圾治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民意识的觉

醒!以前乱丢垃圾，大家都习以为常，现在垃圾都按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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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村支书莫金荣介绍，过去村民每次办完红白喜事的垃

圾都不处理，就堆积在家门口。现如今，都会自觉拉到地埋

式垃圾桶站点投放。

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龙圩区推行户

收村运县处理垃圾收运新模式后，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闯出了一条接地气、低成本、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易运营的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新路子。

2024.12.27

【城市新闻】

1.福建 |生活垃圾的“一生”你了解吗?跟着福州“分

类体验官”直击全流程

前端分得清、中端运得走、后端处理好……作为 2024

年福州市“垃圾分类·家家时尚”巾帼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分

类体验官”活动之一，福州市妇联、市城管委于 11 月 21 日

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青年学子及晋安区桂溪社区巾帼

志愿者、垃圾分类工作者近 60 人实地参观体验，赴一场生

活垃圾“变废为宝”之旅。

走进晋安区保利香槟国际小区，集生活垃圾分类屋、宣

教屋为一体的分类屋整洁通透，让“分类体验官”们眼前一

亮。四分类桶摆放得井然有序，各种关于垃圾分类的元素也

https://www.fj.chinanews.com.cn/news/2024/2024-12-04/558245.html
https://www.fj.chinanews.com.cn/news/2024/2024-12-04/558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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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分类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垃圾分类屋的颜值、内涵

得以全面提升，俨然成为一个休闲驿站。

现场，福州市垃圾分类巾帼公益讲师为“分类体验官”

们详细介绍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背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标准、分类志愿督导员工作职责等，帮助“分类体验官”们

掌握日常垃圾分类的方法，学习正确投放垃圾。巾帼公益讲

师告诉大家：“生活垃圾分类后，最后都将运输到对应的处

置场所，处置方式也各不相同，需要各环节互相理解，协调

配合，才能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社区通过定期在宣教室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组织

居民亲自动手制作环保酵素、DIY 布艺、环保种植、铁罐头

盒做节日彩灯等，发挥自身创意升级改造可回收物，让可回

收物变废为宝，发挥新功用。”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者徐星说道。

随后，“分类体验官”们来到福州市红庙岭循环经济生

态产业园，只见园区内郁郁葱葱，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

各类生活垃圾通过专用运输车运到相应厂区进行处置。

在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分类体验官”们

通过珍贵的图文和视频资料，了解建设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

场的生动故事，以及红庙岭从“垃圾山”一步步成为循环经

济生态产业园的过程。在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理项目基地，

“分类体验官”们看到了进入卸料大厅的垃圾被倾倒在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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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被吊车抓取，送入焚烧炉，最后这些垃圾经过相关设备

焚烧发电，实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早些年这里还是垃圾山，如今成了一个郊野式的主题

公园，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分类体验官”们对红庙岭

的生态环境由衷发出赞叹。

2024.12.04

2.安徽|六安金安区城管局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系列活

动

12月5日,正值国际志愿者日,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垃圾分

类的知识,加深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

垃圾分类的热情,金安区城管局积极参加由金安区委社工部

组织的“12·5”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志愿者们通过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现

场设置了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环节,通过趣味问答的方式,让

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具体

分类方法。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

垃圾分类宣传片等方式,向市民普及了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耐心解答市民提出的问题,鼓励市民从自

身做起,坚持做好垃圾分类,为构建绿色、低碳、环保的居住

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以物换物”和“垃圾分类大富翁”

等互动游戏环节。在“以物换物”环节,市民可以用家中的

https://mp.weixin.qq.com/s/5X5EUoAM1eB_ectjBycx1Q
https://mp.weixin.qq.com/s/5X5EUoAM1eB_ectjBycx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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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物来换取环保小礼品,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参

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而在“垃圾分类大富翁”游戏中,通

过掷骰子、走格子、回答问题等方式,向市民展示了垃圾分

类的趣味性和实用性。积极发放环保购物袋、垃圾分类指南

等宣传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和记忆。

在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12·5”国际志愿者日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分类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市

民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他们纷纷表示,通过参与活动,不

仅学到了很多垃圾分类的知识,还增强了环保意识,今后将

积极践行垃圾分类,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以来,金安区城管局志愿者还结合“学雷锋文明实

践”“国家安全日”“红色星期六”“金彩商圈党建联盟”

“孝亲赏月茶棚迎秋”等主题积极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

小区、进广场宣传 90 余场,文艺演出 2 场,进儿童福利院宣

传 1 场,线上有奖答题活动 1场,发放宣传资料 9000 余套,政

务公开及新闻媒体报道 10 篇,短视频 10 个。号召党员干部、

广大青少年等市民群众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努力

营造垃圾分类新时尚生活氛围,促进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202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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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吉林 |分”出绿色旋律 奏响环保乐章 ——长春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走笔

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垃圾分类已成为衡量城市文明程

度与生态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春作为全国 46 个先行实

施生活垃圾分类的重点城市之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以构建市民文明行为培育养成体系和生活垃圾分类运

行体系为主线，探索出一条独具长春特色的垃圾分类之路，

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崭露头角。

成效显著 绿色文明初绽芳华

家住净月高新区永顺街道银杏社区的市民刁亚琴，一直

积极参加辖区举办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工作人

员向我们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详细介绍每一种颜色的垃圾桶

应装的垃圾，并指导、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正确的垃

圾分类。”刁亚琴说，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居民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了解，还增强了大家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让更多人

了解并做好垃圾分类，共建美丽社区，共享美好生活。

刁亚琴的话体现了大多数长春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感

知与认可。

作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国家“一带一路”

北线重要节点城市，长春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等荣誉称号，现有 80 个街道、433 个社区，生活垃圾日

http://srhwj.changchun.gov.cn/cgdt/bddt/202412/t20241209_3365395.html
http://srhwj.changchun.gov.cn/cgdt/bddt/202412/t20241209_3365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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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 5000 吨。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对城市未来发

展至关重要。

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重要议程，主要

领导多次调研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分管领导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就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深入一线，解

决问题，推动工作。市城市管理局专门成立“垃圾分类和再

生资源管理处”，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行业进行

管理和协调。各城区、开发区，各街道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市、区、街道三级工作协

调机制，逐渐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市区街道三级协

调的强大工作格局，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推进筑牢根基。

在完善工作机制方面，统筹规划，出台实施意见，明确

目标任务、分类标准与责任分工，压实工作职责，激励各区

域各部门奋勇争先。联席会议制度落地生根，联合检查、志

愿者活动蓬勃开展，示范片区建设有序铺开。积极争取省级

奖补资金，根据各城区、开发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下

拨各区用于垃圾分类宣传经费，激发基层工作积极性。

如今的长春，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 98%，参与率亦稳步

攀升至 7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9%，这些数据见证着

城市的绿色转型。

全面保障 助力举措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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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长春的街头巷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识随处可见，

公共机构与居民小区内，分类收集设施井然有序，成为城市

文明的崭新风景线。而这背后，是一系列行之有效举措的共

同发力。

我市垃圾分类法规体系建设取得重要成果，一系列法规

制度相继出台，《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长春市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长春市反餐饮浪费条例》《长春

市餐厨垃圾管理暂行办法》《长春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

办法》《长春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0-2035 年）》如同

一把把“利剑”，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构建起相互配套的法规制

度体系。

资金投入是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撑。我市建

立了市、区两级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用于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建设运行和宣传工作，为垃圾分类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确保各项设施完备，宣传教育深入民心。

宣传教育引导工作更是丰富多彩。与媒体深度合作，“城

市管理热线”“垃圾分类进行时”等栏目家喻户晓，线下宣

传丰富多彩，宣传册、传单、购物袋等宣传品走进千家万户，

宣传栏、牌、屏遍布城乡，线上宣传借助抖音、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平台，实现学习互动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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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城区柳影街道宋家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社

区城建办公室，组织辖区大学生开展“配合垃圾分类 争做

文明青年”青少年宣传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受到市民广泛好

评；南关区富裕街道携手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联合举办生

活垃圾分类宣讲和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垃圾分类动画视频和

互问互答等形式生动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这样的生动鲜

活事例不胜枚举。提高市民垃圾分类知识，提升环保意识的

宣传活动已经成为我市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垃圾分类习惯，推

行绿色生活的生动实践。

“我们的目标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教育养成

工作，作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有效载体和

途径，推动文明自觉从印象到细节的深入，从思想到行动的

引导，从知晓到实践的统一。”市城市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

人说。

在优化分类设施，完善处置链条方面，我市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更是实现大步迈进。2018 年以来，我市新建垃圾焚烧

电厂 2 个（现有 3 个），餐厨垃圾处理厂 1 座，居民小型厨

余垃圾处置设施 10 座，有害垃圾暂存点 10 座，委托危废处

置企业 1 家，再生资源转运站 7 座。现有垃圾焚烧设计处理

能力 5050 吨/日，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厨余垃圾

设计处理能力 880 吨/日，有害垃圾处置能力 85 吨/日，再生

资源转运能力 2000 吨/日。现有生活垃圾转运站 352 座，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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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收集、运输车辆 1626 台，公共机构和居民小区共设

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14.7 万个。

有害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运输至有害垃圾暂存点临时

存放，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运输和无害化处置，

可回收物由再生资源回收点位车收购或线上预约上门回收。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处置体系基本建成……

这些都让垃圾分类工作如齿轮般精准运转。

创新引领 为可持续发展增添科技羽翼

在大量的走访中，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学生冯熙然的

话令人印象深刻，她表示，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使她和同

学们懂得了垃圾分类的意义，提升了环保意识和作为当代中

学生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感。

这些话也道出了生活垃圾分类这项看似小事情的深远

意义与影响。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发展，我市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深入源头减量，将其纳入国家“双碳”战略和无废城市创建

总体布局，各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塑料污染治理、绿色办公、

快递包装转型、可降解塑料制品监管、商务领域治理等工作

全面推进，“文明餐桌”“光盘行动”深入人心。

《长春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推

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发展，在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专项规划、信息平台链接等方面规定了“两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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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要求，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

同发展，提出了以源头回收为基础、以分拣中心为平台、以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为依托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从源头

回收着手，打造“定点、定时、定车”再生资源源头回收新

模式，编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规划，在城市设置再生资

源回收车点位 499 个，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回收经营；积

极打造全品类、“一站式”、综合型分拣中心，有效解决再

生资源回收车“一车多品类，交货跑多地”的瓶颈问题；通

过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着力解决可回收物特别是低值可回

收物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问题；按照“政府部门主导，坚持

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源头减量”的工作思

路，制订大件垃圾收运流程和大件垃圾暂存场所标准，探索

“城市管理部门引导+社区巡查报备+企业专业化服务+网上

预约+上门收运”的大件垃圾收运处置模式，推动长期困扰

小区环境的大件垃圾得到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创新也为垃圾分类工作注入了新动

力。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煳化技术处理厨余垃

圾、复合微生物发酵制成饲料原料技术应运而生，探索出厨

余垃圾绿色循环之路。前端无人值守居民可回收物智能回收

机惊艳亮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实现回收源头化、智

能化。垃圾电厂升级改造，协同处置市政污泥，为城市绿色、

可持续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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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 奏响城市环保乐章

垃圾分类，关乎民生福祉和城市未来发展。我市对标国

家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最新部署，结合长春实际，学习借鉴

先进城市经验，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压

实工作责任，建立日常协调机制，强化考评机制，抓住关键

点，以点带面，高效有序推进工作，全力奏响城市环保乐章。

——畅通节点。全面巩固和深化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成果，以街道为单位建成 80 个生活垃圾分类片区，全面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分类宣传和长效管理机制的全覆盖。

启动县（市）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公共机构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加强四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体系建设

与管理，形成完整闭环。建立日常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工作

考评机制，切实发挥考核的杠杆作用，激发相关责任人工作

积极性、主动性，并持续开展第三方考核，提高垃圾分类考

评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打通堵点。全力推进分类处置设施建设，加快居民

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建设，谋划推进多个垃圾处理项目，提高

垃圾处置能力。

——突出重点。抓好公共机构、商业企业、窗口单位，

提升垃圾分类水平，做到设施齐全，布局合理，标志清晰，

投放准确。全面推进绿色办公，并发挥国民教育体系优势，

切实提高垃圾分类进校园实践活动开展频次和力度，持续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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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引导商超、宾馆、酒店在经营场所内做到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全覆盖，切实开展避免过度包装、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光盘行动”等源头减量工作。继续提升机场、车站等窗口

单位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破除难点。加快推进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调动基层力量，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和“学校、家庭、

社区”互动，形成共治共享社会氛围。按照“先易后难，先

扩面后提质”的思路，在优化物业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模

式基础上，探索非物业化管理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不断

提升我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打造示范小区和达

标小区，设置分类集中投放收集点。

展望未来，长春这座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城市，正以垃圾

分类为笔，以绿色发展为墨，在城市建设的画卷上绘就一幅

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壮美蓝图。

2024.12.09

4.重庆 |高新区：以行业主体专题培训赋能 推动垃圾分

类深入人心

垃圾分类是现代社会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垃

圾分类培训，可以有效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垃圾分类

工作的实施，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https://www.cq.gov.cn/ywdt/zwhd/bmdt/202412/t20241211_13880150.html
https://www.cq.gov.cn/ywdt/zwhd/bmdt/202412/t20241211_138801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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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理解，营造全民参与、

践行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今年来，重庆高新区组织了各行

业主体进行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有针对性地引导行业参与者

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这对有效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推

动垃圾分类治理、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

覆盖多个行业主体

持续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

11月 26日，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区公共服务局

召开了 2024 年教育、卫生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会。

镇街分类指导员及中小学、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负

责人等 170余人参会。

会上，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对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

作了介绍；区公共服务局对教育、卫生系统单位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进一步提出了要求。随后，邀请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

协会讲师作专题培训，并邀请辖区学校、医院代表分享了相

关经验做法。

此次培训，是重庆高新区近期开展的多次垃圾分类培训

之一。今年 9月，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区建设局开展

了物业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会。10月，该局联合区改

革发展局开展了商贸经营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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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联合区公共服务局开展教育、卫生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培训会后，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还计划在 12 月，联合

区管委会办公室开展机关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会。

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培训

为行业主体赋能，目前来看效果显著。该区将继续强化巩固

培训效果，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工作质效。

创新机制、引入 AI

镇街、小区垃圾分类有妙招

组织各类行业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是重庆高新区通

过抓建章立制、抓有效落实、抓创新探索等新思路新举措，

有力推动城市品质和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的一个缩影。

重庆高新区不少镇街在垃圾分类推广中，都有自己的一

套妙招。

虎溪街道“以督带促”推动小区物业管理责任落到实处，

在龙湖学樘府小区，物业从健全责任机制、积极主动作为、

全面宣传引导三方面履责于行，在小区内设置自动感应式投

放点 11 处、智能回收箱 3 个，利用园区架空层打造垃圾分

类宣传阵地，并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业主提供上门无偿家

政服务，该小区还荣获了 2023年“重庆市最美垃圾分类小区”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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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市驿镇为优化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减少厨余垃圾桶露

天摆放在街面的滞留时间，在白林路体育公园旁、白华东街

交叉路口新建了厢房式厨余垃圾接驳点 2个，并进行主题彩

绘美化，有效减缓了厨余垃圾收集暂存过程中的异味散发，

改善周边环境。

含谷镇则联合企业开发了一款垃圾分类智能监控管理

系统，在裕泰佳园、裕安佳园小区安装 6 个 AI 智能视频监

管摄像头率先试点运行。“只要一进入投放点范围，摄像头就

会播放语音提醒。”裕泰佳园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吴义介绍，

除了对居民的投放行为进行监管和提示，系统还能对垃圾桶

满溢、人员实时动态进行感知，实现了对投放环节的“线上+

线下”监督。

拒绝一次性、倡导低碳环保

酒店、学校织密垃圾分类宣传网

除了住宅小区外，重庆高新区的酒店、学校等不同行业

主体，也着力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圣荷酒店从 2017 年起开始探索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服务，逐渐完善后确定服务模式。即客房内的一次性用品全

部撤出，在酒店前台和客房内均设置“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的提示标语。此外，对预订客户，提前沟通一次性用品的需

求；对临时客户，办理入住时进行询问，引导客户践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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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酒店在就餐区每个纸巾盒上印刷“光盘行动”标语，并

根据就餐人数提醒客户控制点餐量、主动提醒客户打包等引

导客户养成良好习惯。

重庆大学城沙坪坝小学校在做好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工

作的基础上，精心编排了垃圾分类主题舞蹈“环保小先锋”，

并在市区级活动中多次演出，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

学校还专门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发放给每

位师生，倡议“小手拉大手，分类齐动手”，鼓励学生将学到

的垃圾分类知识带回家庭，在家庭垃圾分类记录表上记录家

庭产生的垃圾种类、数量和分类投放情况，并由家长签字，

全家一起参与行动，形成了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据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

继续用心开展各类活动，提高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理解，

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2024.12.11

5.浙江 |西湖景区将垃圾分类玩出“花样” 让环保生

态理念深入人心

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和方式，正在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在西湖景区，绿色行动不断推进。来到西湖游玩，你会

看见道路上来回穿梭着车身贴着“分类在‘指间’，西湖留‘心间’”

标语的垃圾分类主题巴士，车内以播报语音等形式向市民游

https://www.zj.gov.cn/art/2024/12/12/art_1554469_60249415.html
https://www.zj.gov.cn/art/2024/12/12/art_1554469_60249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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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宣传垃圾分类工作，这是景区提升公众垃圾分类意识的一

项小举措。西湖景区希望通过做好垃圾分类，以及各种绿色

活动，将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西湖是杭州宝贵的明珠，也是人民共享的大花园，这里

生态和谐、鸟语花香，在这一宣传阵地深化公众对垃圾分类

的理解和参与，不仅可以促进百姓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也体现了杭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决心和行动，为打造绿色

杭州、提升城市形象贡献了积极力量。

结合景区特色活动

串联起一个个带有“西湖符号”的垃圾分类活动

今年以来，西湖景区推出了各类垃圾分类相关的活动，

比如在灵隐飞来峰景区举办了一场以“垃分领杭 提质增效

‘进景区’”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中，“飞来寻踪”

园林作品展览人气很旺，《枯木逢春》《福鼓》《神往》等

作品充分体现了环保理念，不仅展示了废物利用的创新思维，

还向公众传达了环保与艺术结合的美学理念。又比如，在环

卫工人子女成长营活动中，设置了“垃圾去哪儿”末端处置场

地探索、园林垃圾资源化利用研学、垃圾分类环保袋手绘等

活动，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增强环保意识。今年的国庆假

期，西湖景区迎来了 442.6 万人次的客流量，垃圾分类的宣

传摊位也出现在了西湖各个热门景点周边，广大市民游客参

与了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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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西湖景区颇具特色、人气爆棚的各类传统花事

中，如太子湾公园郁金香展、郭庄兰花展、吴山八仙花展、

钱王祠莲花展、满觉陇桂花节等，也融入了面向公众的垃圾

分类科普宣传，呼吁公众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关注其背后的环

境保护。截至目前，全年共开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300

余场次，推动垃圾分类宣传科普常态化。

这些与景区特色相结合的活动，都充分展现了西湖景区

城市管理局在垃圾分类宣传上的用心，既很好地宣传了垃圾

分类，又深挖景区特色，找到了两者的连接点，在寓教于乐

之中，让大家一边游览美丽风景，一边学习环保知识。

坚守岗位 创新举措

生态环境守护者各显神通传播环保理念

除了特色活动，景区也涌现了一批生态环境守护者，他

们是执法人员、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志愿者……通过实际

行动与特色管理举措，守护着景区的整洁美丽，同时也将环

保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例如杨梅岭村党总支副书记柴素芬，就是“垃圾分类星级

达人”。从垃圾分类在景区推行起，她就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成为这项工作的参与者、宣传者、监督者、引导者。在每

年的旅游旺季，她带领杨梅岭村的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

向辖区餐饮、民宿、国内外游客进行垃圾分类宣传，通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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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宣传倡议书，讲解垃圾分类相关条例、知识，引导商户、

游客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同样在一线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还有西湖街道栖霞岭

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卜集雾，他从 2002 年起加入社工队伍，

2015 年 2 月调入栖霞岭社区。在垃圾分类督导员的岗位上，

卜集雾广泛发动居民加入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组建起一支

“美丽酵主”环保队。在他的带领下，“美丽酵主”环保队定期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或深入居民家中，或摆摊设点科普，以

游戏互动、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科普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卜集雾还经常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家庭生活垃圾减量展示活动，向居民介绍和演示制作“酵

素水”的过程。演示如何将家中丢弃的瓜果皮“变废为宝”，变

成实用的清洁剂，以此为切入点倡导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推

广可循环利用物品。“看着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参与进来，我发

自内心高兴，很多朋友学习了以后回去还会自己再创新，将

家里一些不用的东西‘变废为宝’，真正做到保护环境从我做

起。”卜集雾说。

如今，卜集雾和“美丽酵主”环保队的队员们还自编自演

了垃圾分类快板节目——“声声竹板响连连，姐妹打板站台前。

今天不把别的讲，单把垃圾分类讲。文明城市来共建，垃圾

分类是关键……”清脆的竹板声在邻居节文艺汇演中，收获了

广大居民无数掌声，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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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人心。栖霞岭社区先后获得浙江省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

活圈、浙江省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等荣誉。卜集雾

也获得了杭州市垃圾分类二星级达人的称号。

像柴素芬、卜集雾这样的垃圾分类工作推动者还有许多。

作为垃圾分类省、市示范村，杨梅岭村通过党建引领配置志

愿者网格化队伍，始终贯彻“领好路”，用心“带好头”，做好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以“党建+网格”形式推进垃圾分类基

层治理，村党总支成立了党员包片联户“网格化”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村党总支书记担任小组长，34 名党员代表作为网格

长各自联系对应户的志愿者。同时，通过广泛发动党员群众，

组建“杭州市垃圾分类星级达人宣讲团”，提升垃圾分类现场

督导作用；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党员助力垃圾分类活动，长效

化开展垃圾分类。

一个个景点 一条条道路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从细微处做起

推动公众增强垃圾分类意识，是推进垃圾源头减量的重

要一环。而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西湖景区同样

付出了许多努力。

西湖处处充满绿意与生机，园林绿化景观与城市人居环

境完美融合，景区的园林绿化景观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

但处理大量的断枝、落叶和水草也成了景区的负担。为此，

西湖水域管理处开展了水草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台“微生物处



31

理机”每年能有效处理易腐垃圾 1400 余吨，通过转化能产出

逾 200 吨的有机肥料。这些肥料里含有较高含量的有机物，

已尝试用于景区园林绿化种植，最终变废为肥，化身“护花”

使者，成功实现易腐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促进生态经济双循环。同时，针对西湖景区绿化覆盖率高，

每年产生枯枝落叶较多的情况，景区建立了园林废弃物集中

堆放处置场地。景区园林落叶、倒伏树木、绿化修枝、道路

清扫的落叶断枝等园林废弃物，将在此粉碎处理后进行资源

化利用。目前，该场地年均处置园林废弃物近万吨。

此外，在杭州植物园、动物园等景点，西湖景区全域推

行电子门票，手机二维码代替了一张张纸质门票，电子门票

使用率超过 90%，大幅减少了纸质票用量；在景区企事业单

位的食堂，员工们自带的饭盒代替了一个个一次性餐盒，“光

盘行动”的宣传展板随处可见；在景中村的垃圾厢房边，分类

督导员认真细致地对居民进行引导……从一个个景点，到一条

条道路，再到一个个村社，景区围绕垃圾分类“三化四分”，

坚持在各大景点、景中村等区域开展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工作，为美丽杭州建设增添“绿意”。

近年来，西湖景区通过从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着手，

创新垃圾分类宣传形式，推进管理精细化，推动全社会形成

垃圾分类共知、共管、共享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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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西湖景区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化新时代美丽杭州建设，

坚决打好杭州生活垃圾分类攻坚战和持久战，以“提升工作标

准、提升环境品质、提升管理能级”为着力点，推进“垃圾革

命”提质增效，充实生活垃圾分类六全“杭州模式”实效，丰富

内涵、强化特色，形成“以法治为基础、党建引领、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治理新格局，全

面打造生活垃圾治理样板，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2024.12.12

6.福建 |福州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近日，2024 年福州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积分制专题现场会在晋安区寿山乡举行。市城管委组织

各县（市）区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负责人员到前洋村现场观摩，

进一步推进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工

作。

观摩

农村厨余垃圾就地处置

寿山乡前洋村的村道干净整洁，村民将干湿垃圾分类后，

由村里收集，再由企业处置或转运。

https://www.fuzhou.gov.cn/zwgk/zdlyxxgk/xczx/dxsf/202412/t20241216_49459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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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厨余垃圾处置房，厨余垃圾通过处理器就地处置，每

天最多能处理约 500 公斤垃圾，产生的农用有机肥可出售。

其他垃圾则集中运往红庙岭处理。

“通过采取厨余垃圾就地处置的方式，一方面减轻了乡、

村垃圾转运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将厨余垃圾转化成为肥料，

变废为宝，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企业项目负责人介绍。

前洋村由于老人居多，在农村垃圾分类推行初期，接受

分类理念和知识较慢。乡、村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深入各家各户宣传垃圾分类，为村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带动了村民逐步改变习惯。

“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就能取得积分，每月在积分制超市兑

换粮油、清洁剂、抽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大家都自觉了，村

里环境自然越来越好了。”村民说道。

试点

形成北峰山区特色治理

前洋村垃圾分类工作只是一个缩影。2024 年，晋安区创

建市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试点区，逐步形成了北峰山区特色

的垃圾分类治理方法：

众力齐发，多方推进。通过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共

同参与，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各环节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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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引领，“绿色”发展。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村民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宣培并行，分类入心。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

提高村民分类知晓率与准确率。晋安区城综局创新组织开展

闽剧宣传垃圾分类进村居一线，为全市城管系统首创，曾获

得央视报道。

严格督查，分类守规。将检查考评结果与绩效挂钩，按

效付费，确保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扎实推进。

创新举措，分类增效。通过打造晋安区数智城市管家平

台，将农村环卫保洁、垃圾收运、保洁人员在岗作业等项目

全部接入平台监管，并通过专班专人每日开展“线上巡查”。

同时，该平台向乡镇开放监管权限。

目前，晋安区以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

理为目标，明确“户分类、村收集、企业直运、市处理”的垃

圾分类工作体系，已实现北峰山区 3 个乡镇 55 个行政村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同时，晋安北峰山区以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为

抓手，激发群众参与美化家园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健全“政府

主推、市场运营、村民共建”的长效管护机制。例如，寿山乡

江南竹村建立了由村支部书记牵头、村“两委”委员包片、党

员包户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垃圾分类员每日“摇铃式”上门分

类收集垃圾；分类监督员指导村民做好垃圾分类以及房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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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卫生；党员志愿者队伍入门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带领村民

清理村内卫生死角……网格员按月入户开展积分制考评并发

放积分奖励，既要当好积分制考评员，更要当好人居环境的

宣传员和监督员，共建美好家园。

成效

综合治理促城乡融合发展

在 12 日的现场会上，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州

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2024 年，福州市结合“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暨爱国卫生

运动，组织 7 个督导组对县（市）区开展现场督导。通过实

地走访与查阅内业资料相结合方式，对各县（市）区“护河爱

水、清洁家园”行动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指导。活动

开展以来，各县（市）区共组织发动近 22 万人次，开展宣

传活动 1.4万余场，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约 32万吨，

整治违法搭建、房前屋后乱堆放约 2.2 万处。各督导组累计

发现并指导完成问题整改 248 个。

2024 年，福州市在 7 个县（市）区深入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乡镇创建工作，超额完成全年投资计划。从督导

情况来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乡镇已基本落实垃圾分类

机制，设施设备配置完成。

“2025 年，福州市将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落实环卫打捆一体化与智慧化平台建设工作。通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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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

合发展，为美丽福州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市城管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2024.12.16

7.湖南 |岳阳告别垃圾填埋时代

平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点火并网

岳阳告别垃圾填埋时代

12 月 16 日，历时 2年建成的平江县市政污泥与生活（餐

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点火并网。这标志着岳阳市 4

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部建成，从此告别垃圾填埋时代。

平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瓮江镇英集村，占地

面积 72.65 亩，总投资 4.48 亿元，是岳阳市、平江县的重点

民生项目，由湖南平江军信环保有限公司采用 BOT模式（建

设-经营-转让）投资建设和运营，设计安装 1 台 600 吨机械

焚烧炉、1 台 15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湖南平江军信环保有限

公司致力于将项目打造成县级清洁焚烧标杆，实现垃圾处理

无害化、减量化与资源化，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岳阳按照城乡统筹、布局合理、运营高效、邻里和谐总

体要求，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依托，实行跨县（市、

区）生活垃圾区域统筹，逐步形成“县（市、区）转运、集

https://www.hunan.gov.cn/hnszf/hnyw/szdt/202412/t20241217_33526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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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区域收运和处理新模式，推动生活垃

圾终端处理方式由填埋为主向焚烧为主转变。

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杜宇介绍，目前已建

成投产岳阳市级、汨罗市、湘阴县、平江县 4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资源化利用率接近 100%，

取得解决生活垃圾出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等多

重效益。

2024.12.17

8.上海 |让“精细分类”与“绿色低碳”双向奔赴，静

安这样做

2024 年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

方面。

为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打造生活垃圾分类“升级版”为

契机，坚持标杆引领，努力创新突破，奋力争先创优，全力

推动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工作走深走实，持续扩大居住区、

重点单位、公共场所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覆盖范围，因地制

宜确定各场所可回收物的细分类模式，在引领可回收物精细

化分类上持续用力，绘就精细分类新风尚。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5343/20241224/2a23b4a9486b4d1984a21623a600499b.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5343/20241224/2a23b4a9486b4d1984a21623a600499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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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广泛社会动员体系

在市绿化市容局的指导下，区绿化市容局联合区委社会

工作部、区区级机关党工委、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于 2024 年

上半年在全区机关集中办公点设置了 200 余组“瓶聚+纸汇”

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废物箱，率先实现全区 50 个党政机关

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按照精细化、精准化、便民化要求和因地

制宜原则，88 组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废物箱被推广至全区

34 个公园。

在公园儿童游乐区域，卡通造型的细分类废物箱趣味十

足，格外引人注目。

全市首创的“瓶聚+纸汇”及卡通式样的异形投放口设

计更加醒目和直观，满足便民的投放理念，更发挥了宣传引

导作用，进一步优化提升垃圾分类升级版中可回收物精细化

分类内涵。

结合“开学第一课”，区绿化市容局会同区教育局共同

发出“校园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倡议，指导各街镇积极推

进学校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进一步推动将精细化分类纳入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德育工作。

全区 165 所大、中、小学在开学之际实现精细化分类全

覆盖，切实拓宽静安区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覆盖面。

打造公共场所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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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工作方案》，推动重要公共场所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

板区域建设，静安寺商圈和大宁商圈探索在满足创建标准的

基础上，积极打造符合商圈地理环境、契合商家需求、融合

营商氛围，同时又融入绿色低碳、惠民便利先进理念的生活

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

在全市首个启动落地的公共场所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

样板区——静安寺商圈内，CP 静安、久光百货、久光步行街、

丰盛里·静安寺下沉式广场、“MYBLOCK 漫选”商业街区、

芮欧百货以及宏安瑞士大酒店等点位新配置了 40 组精细化

分类废物箱，实现了“从地上到地下、从室内到室外”全区

域立体式的覆盖。

在 CP 静安底层的“垃圾分类实景式教育培训基地”展

示着商场内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处理数据及资源回收再利用

“变废为宝”的展示品。商户入驻前都会在此接受垃圾分类

培训，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与此同时，商圈内每一家商户都会开展一次精细化分类

入户“体检”，根据每家商户不同的营业时间和收运需求制

定相应举措，从源头抓牢精细化分类薄弱环节的“袋口”。

大宁商圈位于静安区中北部，作为市级商业中心，涵盖

上海久光中心、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大宁音乐广场三大商业

综合体，涵盖商务楼宇 6 幢，企业近 200 家，商铺 550 余家。



40

在建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过程中，积极探索管理机制与宣

讲教育双向驱动。

在上海久光中心，新设的精细化分类废物箱醒目地设置

投放分类指引。商场定期开展面向员工与商家的精细化分类

培训活动，同时集结力量，对商圈内百余家商铺展开点对点

宣传，着重强调精细化分类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在大宁音乐广场，“一黑五蓝”投放容器将可回收物细

分为废玻璃、废金属、废塑料、废纸板、废织物五大类，容

器顶部精心设计的实物展示，如同小小的“分类指南”。

实现“精细分类”与“绿色低碳”双向奔赴

全区各街镇积极响应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号召，在本辖

区范围内持续探索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新举措，全力拓宽可

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覆盖面，强化宣传引导，打造示范引领新

标杆。

在彭浦镇 V 领地，一款创意满满、环保又实用的可回收

物回收箱——“小镇回收家之瓶添添”揭牌启用。“瓶添添”

以塑料瓶为设计灵感，色彩斑斓、形态逼真，且专注于塑料

瓶的回收，有效提高回收效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营造

浓厚的环保氛围。

在区绿化市容局的指导下，曹家渡街道已实现公共场所

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容器全覆盖。日前，曹家渡街道的“现

所”创意园区增设了可分为塑料杯、纸杯、液体的特制咖啡



41

杯回收桶，咖啡杯形状的回收容器吸引了园区白领主动参与

可回收物细分类投放。

在开开大厦商务楼、889 广场等商场门口，康定路精神

卫生中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内部公共区域，一排设

计简约、配色明亮的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容器格外吸引眼球，

通过引导人们养成随手分类的习惯，将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

理念根植于周边的商户、白领、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心中。

石门二路街道“集盒行动”以咖啡店、饮品店为切入点，

对牛奶盒、纸杯开展专项回收，让牛奶盒等纸类可回收物得

到更有效地分类回收再利用，在单品类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

上实现了创新突破。

宝山路街道在机关事业办公点（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城市运行服务中心等）和商

务办公园区（汇通园区、圣骊园区等）原有生活垃圾精细化

管理的基础上，将其变身为简洁素雅的“八分类”精细化分

类废物箱，通过增设日常使用频次较高的瓶罐、纸张专门投

放口，提高分类收集效率，进一步促进垃圾分类实效提升。

随着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各街镇积极探

索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容器布局，根据不同场所特点，因地

制宜制定相应的分类模式，同时，进一步融入绿色低碳、惠

民利民的理念，打造更高效、更精准的垃圾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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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道路上的废物箱也“旧貌换新颜”。南京西路、

苏河湾、上海火车站、大宁商圈等重点区域，共新增道路精

细化分类废物箱 174 只，通过对可回收物投放容器投放口的

异形设置，进一步引导市民正确进行分类投放，公共场所分

类实效显著提升。

据悉，下阶段，区绿化市容局将进一步做深做实做细可

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持续拓展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覆盖领域，

做好源头投放指导，规范标准化收运流程，以打造静安寺商

圈、大宁商圈等上海市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为契机，

探索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新举措，进一步推动公众牢固树立

低碳理念，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培养健康、文明、节

约、环保的生活方式，形成崇尚节约节能、绿色与低碳环保

的社会新风尚。

2024.12.20

9.辽宁 |大连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

项目

今年，大连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计划提升改造一批集中投放垃圾点，打造垃圾“不落地”

街区，在已建成生活垃圾样板小区全面实现厨余垃圾单独收

运，全链条完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yyBVndFFUypLYBI5E2R3lg
https://mp.weixin.qq.com/s/yyBVndFFUypLYBI5E2R3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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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大连已完成400个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创建在西安

路、俄罗斯风情街东关街、理工北门推行组合式、公交式“不

落地”分类收运。

物业人员定点上门

分类收取商户垃圾

12 月 19 日 9:00，在西岗区一条文化街区，两名物业的

工作人员走街串户，用手推车定点上门对经营业户分类收取

垃圾，再对接环卫企业专用车辆统一收运。

相关负责人介绍，街区面积 1.3 万平方米，现入驻商户

30 余家，每日厨余垃圾收运量约 0.2 吨、其他垃圾收运量约

0.8 吨，每月可回收物收运量约 0.1 吨。

该负责人表示：同比以往，这种统一收运的方式，不仅

减少了生活垃圾滞留和垃圾混投、混收、混运现象，卫生安

全隐患也随之大幅减少。

在位于西岗区英雄纪念公园附近的保利熙悦小区内，环

卫企业的厨余垃圾专用运输车准时到达小区垃圾分类站点，

将物业工作人员送来的厨余垃圾桶内的垃圾全部装车运走，

整个过程无潵漏、无异味。

保利（大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张琪琪介绍，

在日常管理中，物业持续投入改造垃圾分类点位，让业户在

日常生活、茶余饭后、园区生活中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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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垃圾分类工作规程与管理体系，完善内部管控机制，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我们有针对性地

制定了‘垃圾分拣房管理制度’‘公共资源垃圾和大件物品回收

工作规程’等垃圾分类工作规程与管理体系，指明各项垃圾分

类工作的操作流程与作业标准，让垃圾分类工作更好地持续

运作。

西岗区全年打造样板小区 37 个

“不落地”街区 5 条

西岗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孙健表示，今年西岗区共打造

样板小区 37 个，提升垃圾分类点位设施 55 处，打造奥林匹

克商圈等垃圾“不落地”街区 5 条，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

为开展好今年的垃圾分类民生工作，我们构建起区工作

部门、街道社区、商户和物业三级工作体系，指导街道社区

深入开展入户宣传指导，优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实行

环卫企业公交定时定点巡回式分类收运模式，严格开展督导

巡查和检查执法。

大连市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已基本完善

据了解，今年，全市已完成 400 个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创

建，并在西安路、俄罗斯风情街、理工北门等推行组合式、

公交式“不落地”分类收运。

我市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已基本完善。城区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市辖区生活垃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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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率 85.21%、回收利用率 38.26%，分别超过国家“十四

五”规划目标 25.21 个和 3.26 个百分点。

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主任科员金昕：在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道路上，我们将更加注重居民体验，改进措施，合理设置

分类容器，推行简便易行分类方式，让群众分起来不麻烦。

每年滚动打造一批样板小区，并以高标准样板小区为核

心，带动周边区域，形成一批分类氛围浓厚的片区。

大连市将积极探索、创新经验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

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新模式。

202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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