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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果

贵阳市：“五个环
节”全程分类治理

“以前，很多人觉得垃圾
分类复杂又麻烦；现在，通过
社区工作人员的持续宣讲，越
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了垃圾
分类的意义，明白垃圾分类是
每个人的责任，垃圾分类意识
和文明意识都有所提高。如
今，参与垃圾分类的家庭和
居民越来越多，小区的环境
也越来越宜居，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提起
贵阳市加快构建以“五个环
节”（干湿分类、干湿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收运、三次分类
和初次处理、终端分类处理）
为重点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体系建设行动，云岩区盐务
街百腊井小区的居民们深有
感触。

自2017年被列为生活垃
圾分类重点城市以来，贵阳市
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为改
善民生的民心工程、城市治理
的基础工程、补齐短板的环保
工程、检验干部的作风工程，
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
长的领导小组，高位统筹推
进，并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贵
阳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主城区原生生活垃圾
实现“零填埋”。

针对现阶段群众参与度
不高、分类投放设施设置不科
学、转运处置能力不足等难点
问题，贵阳市围绕生活垃圾全
生命周期管理，探索建立“五
个环节”环环相扣的贵阳模
式，初步构建生活垃圾“分、
投、收、转、处”全程分类的场
景治理体系。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不
断推进，贵阳市湿垃圾收运质
效不断提升。全市共建设162
条高效、密闭的湿垃圾收运线
路，厨余垃圾日均收运能力由
372吨增加至1866吨。同时，
贵阳市在全省首次采用特许

经营模式推动生活垃圾转运
分类分拣中心建设，解决原有
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标
准低、设施陈旧、功能单一、布
局散乱、污染环境等问题，形
成全市生活垃圾转运统一调
配的新格局。

大连市：“家校社”
联动共育垃圾分类新时尚

校园是垃圾分类的主阵
地，学生是践行“垃圾分类就
是新时尚”的主力军。大连市
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着力发挥
教育系统作用和志愿者力量，
形成良性的家庭、学校、社会
联动，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

2023年8月，大连市成立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总队，招募
垃圾分类志愿者 1 万余人。
志愿服务总队利用暑假时间，
组织学生参观末端生活垃圾
处置设施。在参观过程中，学
生们通过观看垃圾分类的科
普视频，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以及分类方法；仔细倾
听讲解，掌握了如何准确进行
垃圾分类。活动秉持“垃圾分
类要从小做起”的理念，通过

“小手拉大手”形式，让学生们
在初步了解垃圾分类知识、提
升环保意识的基础上，主动宣
传垃圾分类知识，从而带动身
边人一起行动。

走出校园、走进社区，
2023年，大连市打造了232个
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充分发挥
其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不
断提升“真分真运”成效。样
板小区不拘泥于统一模式，鼓
励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依据居
民小区类型、物业经营状况，
结合小区居民投放习惯，制定
实行“一小区一方案”。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
分！”中山区梧桐院小区居民
孙大妈说，现在她会自觉在家
做好垃圾分类，特别是避免厨
余垃圾包装滴漏，维持小区整
洁、美丽的环境。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从垃圾填埋场到生态大花园

在浦东机场与临港新城
之间的东海之滨，有一个占地
15.3 平方公里的“生态大花
园”。让很多人惊讶的是，这
个“生态大花园”功能强大：每
天可消纳处置近 2万吨城市
固体废弃物。这里正是以处
置生活垃圾为主的综合基地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
是上海市打造的特色生活垃
圾治理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
缩影。从建设初期的生活垃
圾填埋场，到如今集生活垃圾
处理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
环保产业技术研发转化、环保
科教宣传为一体的综合性生
态环保基地，上海市生活垃圾
科普展示馆的发展和升级，展
现出上海市生活垃圾治理工
作转型和蜕变的成效。

“这里不仅是上海市生活
垃圾处置基地，也是展示上海
市生活垃圾处置理念和技术
实力的窗口，承担着社会科普
教育工作，鼓励更多市民做好
垃圾分类，共同为优化城市环
境努力。”上海老港生态环保
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

近年来，上海市生活垃圾
科普展示馆依托“垃圾去哪儿
了”科普主题活动，接待游客、
参观访客达 10余万人次，先
后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
地、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教育
基地等，充分展现了垃圾分类
上海模式的优势与特色。

未来，上海老港生态环保
基地将以建设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园区为目标，持续提升基
地资源循环综合利用能级，不
断打造技术创新和工程应用
的新亮点。

厦门市：破解“邻避效应”
建设“最美垃圾投放点”

因地制宜设置不同类型

的分类投放点，努力为辖区居
民创建便利、舒适、美观的投
放环境，将原本具有“邻避效
应”的设施打造成随处可见、
群众点赞的风景点……在创
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
中，厦门市以强化基层治理为
抓手，不断优化垃圾投放点建
设，涌现出一批美观且实用的
投放点。

2023 年，厦门市评选出
30个“最美垃圾分类投放点”，
个个颜值与实力兼具：群惠小
学前的释仔街投放点位，配套
的垃圾分类科普趣园有力推
动“家校社”联动，营造良好的
垃圾分类氛围；薛岭新村点位
造型酷似“和谐号”动车，融入

“碳中和”理念，持续扩大垃圾
分类工作影响力……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既调动物业参
与投放点优化提升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又提高居民的参与
度，如今厦门市许多投放点与
小区环境融为一体，不仅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让垃圾
分类成为市民身边的新时尚。

与此同时，厦门市着力推
动建立低值可回收物回收体
系。2022年 12月底，厦门低
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投入运
营。居民投放的低值可回收
物经环卫运输单位收集，运送
至分拣中心，卸料后喷雾消杀
备用；随后经过破袋、筛分处
理，进入智能化分选平台，依
靠光谱识别和AI技术，实现
自动化分拣；分拣后的物料通
过机器人进行质量控制，提高
纯度，做到精细化分拣，然后
自动入仓，经过打包压缩为成
品，最终进入下游再生处理中
心，生产出如环卫垃圾桶、仿
真绿植、购物袋、环保再生纸
等再生制品，实现可再生利
用，变废为宝。

据了解，厦门低值可回收
物分拣中心按日处理50吨规
模设计。若按每日2班、每班
8小时、每小时分选处理5吨
低值可回收物计划，日最大处
理能力可达80吨，年330天可

处理26400吨低值可回收物。

宁波市：推进垃圾分类
现代化管理和数字化治理

宁波作为全国首批46个
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自
2013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以来，以一体化、常态化、数
字化、规范化为抓手，实现城
乡全覆盖，基本形成覆盖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置与循环利用的设施体
系，以及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全民参与的“宁波模式”。

目前，智慧一体化全品类
便民回收项目在垃圾分类“宁
波模式”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
角色。该项目由一体化的前
端服务网络、智能化的物流快
速清运中转、集约化的综合分
拣集散中心、信息化的大数据
服务管理和规范统一的运营
管理体系五大板块构成，全市
统一布点，通过物联网、车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AI识别
等技术运用，打造全品类回
收、分拣、运输、循环利用“一
条龙”服务体系，实现全流程
数据采集、城市固废溯源、垃
圾分类源头减量等全链校验
可查、有据可依，有效发挥“一
体化+公共服务”属性，助力宁
波探索垃圾分类管理向垃圾
分类数字化治理模式转变。

在此过程中，宁波市通过
持久的社会教育工程体系，不
断深化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的认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扎实推进“文明
宁波”系列行动，深化生活垃
圾分类“十进”活动，建立健全
党建引领融合机制，积极发动
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多方协
同、久久为功，实现垃圾分类
现代化管理和数字化治理。

据了解，宁波市 2023 年
全年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覆盖
率 100%、无 害 化 处 理 率
100%、资源化利用率 100%，
全市城乡生活垃圾年度处置
总量约404万吨，持续减量。

因地制宜，探索完善垃圾分类处置模式
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绿

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垃圾分类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

要体现。

今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规范垃圾分类工作。会议指出，各地普遍高度重视，不断完善

法规制度，加快构建分类体系，加大宣传发动力度，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长

足进步。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到90.2%，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正逐步形成，有力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

对此，笔者聚焦贵州省贵阳市、辽宁省大连市、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

宁波市等地垃圾分类处置实践，探寻因地制宜推进垃圾分类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