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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革命垃圾革命““浙浙””里先行里先行
周 静 蒋智勇 袁世秦

近日，杭州仓溢东苑小区菜鸟驿
站内，居民王女士站在一个绿色回收
箱旁，把刚拆下的快递纸箱投入其
中。“驿站会对包装盒进行二次回收
利用。”她说。

这是菜鸟公司推出的“回箱计
划”。截至去年底，这个计划已覆盖
全国 315 个城市，每年预计回收利用
上亿个快递纸箱。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更重要的是
做好“源头治理”。从个人响应“光
盘行动”，到相关企业减少提供一次
性用品，再到相关部门制定包装材

料的绿色标准，我省坚持系统思
维、系统治理，充分发挥浙江省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简称“省分类办”）统筹

抓总作用，强化部门协作，
集成部门优势，形成高效

协同的工作格局。以生
产、流通、消费、回收

等 环 节 为 重 点 ，全
面实施综合治理，

破解源头减量难题，
减轻垃圾分类压力，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
年，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编制了《浙江省生活垃
圾分类指导目录》，该目录细

化了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易
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的分

类，大大便于市民直观掌握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
和投放准确率，实现生活垃圾源头
最大限度减量。

生产环节，制定《绿色包装通用
规范》，鼓励企业生产可循环的包装
材料。以快递、外卖等为重点，开展
过度包装专项治理，推行绿色包装，
推广使用可循环包装袋，减少包装废
弃物产生。

流通环节，开展塑料污染治理攻
坚行动，升级“限塑令”，在超市、商
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限制
使用塑料袋，推广使用菜篮子、布袋
子。

消费环节，全省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带头不使用一次性杯具，减少
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宾馆（酒店）不
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餐饮饭店
不主动或者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大
力开展“光盘行动”。

回收环节，健全回收体系，合理
布局回收网点，会同商务等部门制定
实施生活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设施
建 设 行 动 。 目 前 ，建 成 回 收 网 点
14300 多个、分拣中心 220 多个，培育
有实力的回收企业56家。

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通过综合
治理和专项整治，我省垃圾总量高
速增长势头明显遏制，进入末端处
置的垃圾增长率逐年下降，率先在
全国成为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的
省份。

系统思维 集成治理 环环相扣
从“减源头”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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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到乡村，垃圾革命带来的
每一点改变，背后有无数份努力。

垃圾分类看似只是改变传统的处
理办法，实质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完善的规章制度，是推进生活垃圾治
理的重要保障。浙江着力从法规、政
策、标准入手，构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
系——

印发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餐厨
垃圾管理办法，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以省“两办”名义印发城镇生活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和高水平推进生活垃
圾治理工作意见，配套开展了源头减
量、回收利用、能力提升、制度创制、文
明风尚“五大”专项行动，形成声势浩
大的“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编制全国首
部城、乡垃圾分类标准（明确提出“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
圾”四分类标准），配套制定新建住宅
小区分类设施设置、垃圾分类管理工
作指南等10余个技术规范。

设施建设是垃圾治理的先手棋，
浙江着力补齐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等各环节的设施和能力短板，
加快建立匹配完善的分类体系。
省里指导各地编制生活垃圾治理专

项规划，科学测算各地生活垃圾产生
量，明确生活垃圾设施的布局、规模和
标准，并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紧盯“零填埋”目标，全省大力开
展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攻坚行动。目
前，全省共有焚烧和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 136 座，总处理能力 9.8 万吨/日，实
际处理约 7.2 万吨/日，完全满足处理
需要。

在推动提标改造方面，我省以末
端处置的精准化、精细化倒逼前端、中
端各类硬件设施的匹配提升，更新或
淘汰不合格运输车辆，开展中转站改
造提升行动。目前，我省全程分类体
系已基本建成，实现全覆盖。

全域统筹 构建制度 完善规章
从“重点抓”到“大合唱”

“在家中要把垃圾分好类，楼下就
有垃圾站点，相对应投放进垃圾桶，美
好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新的历史时期，当碳中和碳达峰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命题，作为
一项公益性、社会性、长期性事业，如
何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我省建立健全以部门、街道、社
区、物业、企业、居民、志愿者等共同参
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机制，开展垃
圾分类的组织、动员、宣传和指导，推
动垃圾分类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提
升社会文明水平。

垃圾分类工作，百姓是参与者更
是受益者。这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遵循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施垃圾
分类处理，引导人们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改善城乡环
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推动辖区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我省依托
“报、网、端、微、屏”等各类媒介打造垃
圾分类宣传矩阵，广泛开展进机关、进
社区、进学校等“八进”活动，编制省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宣传手册及动漫宣传
片，在省级相关电视台设立垃圾分类
专栏，举办垃圾分类“达人挑战赛”等，
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明显提升。
据省民调中心满意度调查，去年全省
垃圾分类满意度达89.73%。

垃圾分类是一场全民的“理念”变
革、“习惯”变革，这是一个渐进过程，
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按照省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我省压实单
位和个人的主体责任，加大居民（单
位）分类投放质量、定时投放执行等情
况的执法力度，依法曝光、查处、惩戒
垃圾不分类行为。截至目前，全省累
计执法违反垃圾管理条例案件约 42.4
万起，形成有效震慑。

生态文明 理念变革 蔚然成风
从“新时尚”到“好习惯”

让垃圾分类更智慧，是城市精细
化治理的“必答题”。随着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科技
在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上大有可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浙江坚持
创新驱动、数字赋能，不断提升生活垃
圾综合治理水平。我省创新分类模
式，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在各地探
索形成“两定四分”“智能账户”“桶长
制”“物业+”等可复制、可推广的垃圾
分类模式。充分引入市场化机制，培
育壮大“虎哥”“搭把手”等一批回收骨
干企业，不断提高分类质量和回收利
用率。注重示范引领，组织编制《生活
垃圾分类评价规范》，开展高标准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示范村、示范片区创
建 ，建 成 示 范 小 区 4184 个、示 范 村

1200 个、示范片区 267 个。每年表扬
一批优秀市、县，为全省提供可学、可
看、可借鉴的示范样板。

置身数字经济潮头地带，我省乘
“数”而上，借力“互联网+”、“城市大
脑”、人工智能应用等技术，构建全链
条、全流程的垃圾治理数字化监管系
统。投放端推行“二维码”、智能感应、
抓拍等方式实施追踪溯源；收运端安装
实时监控、智能称重、车载GPS等设备，
强化过程监管；处理端建立进场在线计
量、烟气在线监测等系统，实施动态监
测。今年6月，省生活垃圾分类监管信
息系统正式运行，实现省市县“一张网”
监管。为了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省大
力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攻关，重点
在填埋场综合治理、易腐垃圾处理技术
等方面研究破题。

数字赋能 创新驱动 破解难题
从“勇探索”到“数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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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正成为各界共
识。当垃圾分类工作与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宏观发展议题有机融合，这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便有了高质量推进的巨大势能，短期冲刺和长期攻坚赓续接力。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笃行致远、惟实励新，浙江垃圾分类的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垃圾中转站

生活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焚烧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