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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城镇生活垃圾分类阔步迈向新征程

 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浪潮，在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垃圾围城”这种城市发展的困局。如何破解“垃
圾围城”难题，寻求城市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平衡，使城市更好地安放人们的美好生活？是当代人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
。

 多年来，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统领，浙江稳扎稳打，全面破解生态与发展的命题，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活
垃圾分类绿色革命，成为提升城市气质和居民生活品质的关键落子。

 重在长效的常态化管理、“政府+市场”协同运维、智能化垃圾分类⋯⋯创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着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良性体系运转有力。

 123座设计处理能力约7.1万吨/日的末端处理设施分散在城市之间，全省设区市本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超过55
%，使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99.9%以上⋯⋯持续稳定的基建投入，保障着终端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的良好效果。

 以“小手拉大手”等为代表的公益活动，逐渐演化为凝聚全民力量垃圾分类的文化自觉，垃圾分类的政府、企业、
群众多元治理格局初步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浙江经验走出之江大地，享誉全国。

 新时代的号角吹响，美丽浙江生态文明再升级。以“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
置系统”为指导，浙江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向高质量、精细化阶段稳步迈进，为“两个高水平”建设全局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全盘统筹

 布局美丽浙江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极具高公共话题性和社会关注度，涉及多部门协作，统领全局的顶层
设计和智慧布局至关重要。针对我国城市垃圾分类不容乐观的尴尬现实，有业内专家直言：“配套政策不完善，仍然
是制约我国垃圾分类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浙江，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早已成为美丽浙江建设
的题中之义，垃圾分类革命的绿色劲风一刮起，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建设便开始同步完善。

 早在2010年，我省便在杭州市率先推行垃圾分类试点。2015年，全省各设区市全面推开垃圾分类工作，省政府将“
设区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到50%”作为民生实事项目，对各市进行考核。到2017年底，全省设区市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超过70%，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99.9%以上。

 成绩之上，标杆不断拉升。“到2020年，50%以上市县将具备两种(含)以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随着全
省末端分类处置促进前端分类长效推进成为主流，2017年出台的《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
划》提出了新的工作目标。

 一张蓝图，交出美丽浙江破解“垃圾围城”命题的时代答卷，围绕垃圾分类顶层设计，各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
制度化创新迅速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杭州市已建立完善了生活垃圾治理法规、政策体系，系统推进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全市开
展垃圾分类生活小区2031个，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1827家，分类覆盖面达到85%以上，实现分类覆盖范围稳步扩展
、分类质量持续提高、市容环境有效改善，顺利入选全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连续三年，宁波市召开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工作推进大会，与各区（园区管委会）以及有关部门（单位
）签订了责任状，明确年度工作任务。2017年7月，《宁波市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正式
颁布，宁波垃圾分类进入“强制化”推进阶段。

 在嘉兴，自去年10月1日起，嘉兴市正式推行市区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并发布了三年行动计划，如今，市区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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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覆盖面已经达到78%，预计2019年将达到100%。

 在湖州，该市在相继出台《湖州中心城市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性试点实施方案》《2017年湖州中心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方案、办法之后，实施“三年三步走”战略（即：精准分类试行年、精准分类
推广年、精准分类提升年），致力于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发展。

 2018年，浙江城镇垃圾分类制度体系再次表现出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旺盛生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固
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自今年4月1日起，《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办法》提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的责任和义务，违者不仅面临处罚，还可能被记入信用档案。这意味着我省垃圾分类向精细化、法制化方向更迈
进了一步，为各地市深化城镇垃圾分类提供了科学遵循和参考。

 模式创新

 高质量走在前列

 根植浙江这片改革创新的沃土，看似枯燥的垃圾分类工作，注定生发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各地垃圾分
类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浓郁的垃圾分类工作创新氛围。

 为破解垃圾分类不精细、居民参与度不高的痛点问题，去年12月底，湖州在该市南园小区二期实施垃圾分类“南园
模式”。通过营造文化氛围，专业辅导员对居民跟踪辅导、天天督导，以及相应的制度配套建设，打通了垃圾分类意
识引导、制度保障、精确指导等各个环节。该模式中，“三站三定二进楼”为核心内容的制度体系是重点，责任主体
的唯一性则是保障力量。

 “‘三站三定’是指定期辅导的绿色环保站、定人督导的易腐垃圾收集站、定点收集的大件废弃物中转站；‘二进
楼’是辅导员进楼进行精准分类跟踪辅导，专管员进楼道每天验收易腐垃圾分类质量。”湖州市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今该小区居民分类参与率达92%，准确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

 杭州市将针对“垃圾分，混装运”的顽疾，把垃圾运输车辆刷成与分类桶一致的颜色，绿色车辆只运输生活垃圾，
黄色车辆运输其他垃圾，白色车辆负责混合垃圾，从车辆颜色上进行区分，方便群众监督，从运输端推进垃圾分类精
确化。

 促进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是保障垃圾处理效果的关键一环，也是完善垃圾分类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我省
在垃圾分类终端处理的成功创新探索，不仅在省内有较强的可复制性，也为全国树立了新的典范。

 曾几何时，餐厨垃圾处理是制约台州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短板，全市产生餐厨垃圾约640吨/日，部分混杂在生活垃
圾中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给处理终端设施带来了一定压力。

 去年9月，台州引进黑水虻生物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处置餐厨垃圾，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在椒江区葭沚街道水门村
建成餐厨垃圾生态化智慧处置示范园，日处理规模达20吨/天，通过这种模式，餐厨垃圾最终转化为黑水虻虫体和虫
粪，成为禽鱼养殖和农业种植所需的高级有机肥，实现生态化和资源化处置。该模式在全省尚属首创，目前，示范园
被住建部确定为全国生活垃圾处理终端公众开放点。

 在衢州，去年以来，该市探索出“垃圾再生馆”新模式，群众可通过手机APP或114“一键呼叫”下单，享受垃圾
上门回收、清运、兑换一条龙服务。再生馆将可回收垃圾分为旧家电、旧家具、电子产品等11大类，回收后二次细分
至20余种，按类别提供给再生资源公司利用。旧衣物等较优物品清洗消毒处理后捐赠给社会爱心公益组织。对不可回
收的垃圾，如餐厨垃圾，则联合专业公司利用技术手段制成“绿肥”，实现循环利用，破解前端厨余垃圾无处去、终
端回收公司“吃不饱”的难题。而油漆桶、农药瓶等常见的有害垃圾，再生馆则定期交由医疗和固体废弃物集约化处
理中心处理，在实现垃圾减量化的同时，从源头上避免了有害垃圾流入填埋场，实现安全处置。目前，衢州城区垃圾
再生馆已实现全覆盖。

 与“互联网+”元素深度融合，探索垃圾分类智能化发展之路，也是我省垃圾分类模式创新的一大特征。

 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领垃圾袋；废旧物品投放，重量自动显示；垃圾分类正确，返还兑换积分⋯⋯去年7月，
海宁长安镇(高新区)首批智能垃圾分类设备正式启用，通过“一户一码”实名制追踪到户；宁波市通过厨余垃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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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上的二维码数据关联居民家庭，并以扫码拍照评级的方式核查厨余垃圾分类质量，建立居民家庭分类行为和分类质
量档案，以便开展精准指导；杭州市区则在127个小区开展二维码、物联网等智能科技手段的智慧垃圾分类试点。

 前端精准分类、中端智能化操作、终端无害化处理，走在前列的浙江城镇垃圾分类正多点开花，呈现精细化、高质
量发展趋势。

 协同共建

 长效运维促文明

 垃圾分类是文明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因此，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充分发挥公众主观能动性，形成政
府、市场、公众多方联动的垃圾分类现代治理新格局，是确保该项工作告别无序、迟滞，实现长效运维的关键所在。

 《浙江省城市垃圾分类“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仅靠政府财政补助推动垃圾分类，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急
需确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分类处理中的主体作用。”近年来，浙江各地市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以市场化操
作模式，调动居民参与热情，盘活垃圾分类产业活力。

 “打个电话，回收员就上门，垃圾分类还能换钱，老百姓的热情当然高！”从有偿分类回收中得到真切实惠，杭州
市下城区潮鸣街道艮园社区鲁大妈忍不住点赞。去年5月起，杭州市潮鸣街道引入垃圾分类服务企业浙江九仓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有偿回收促垃圾分类。试点两个月，便累计回收生活垃圾60余吨，吸引1000多户居民踊跃参与，
小区垃圾减量达20%左右。在杭州其他街道，企业有偿回收厨余垃圾的“金甲虫”模式、企业督导垃圾分类的“洁来
雅”模式等纷纷试点落地。

 在宁波，宁波市厨余厂、餐厨厂和海曙区焚烧厂均采用PPP模式由社会资金独立（或与国有资本合作）投资、建设
、运营，筹集社会资金达17.56亿元。与此同时，宁波与河海大学合作成立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政府管理和社会
参与机制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和探索社会参与机制，吸纳社会智慧服务全市垃圾分类工作。

 垃圾分类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休戚相关。人民群众从垃圾分类中得到实惠，自觉自愿参与其中，为浙
江城镇垃圾分类走向精细化、高质量提供核心动力支撑。

 在浙江，从衢州的衢江之畔到嘉兴的寻常巷陌，从海上舟山到时尚之都温州，全省2万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城市的各
个角落，他们将对城市的爱转化为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小手拉大手”，传播垃圾分类知识、分拣公共场所垃圾、
创作脍炙人口的垃圾分类宣传作品，他们是这场绿色革命的有力推动者，也是城市文明进步的最好见证者。

 3月2日，由浙江省建设厅、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文明办联合各地市共青团共同组织举办的“小手拉大手”垃圾
分类志愿者服务行动拉开大幕，这一天，志愿者们向新时代发出春天的邀约，奏响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新乐章。

 垃圾分类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文明历程，与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伴相生。在这场漫长的征途上，浙江始终以弄潮儿
的姿态走在前列，垃圾分类的浙江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增添新的浙江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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