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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湖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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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一项环环相扣的系
统性工程，如何健全“体系”、做强“链
条”，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管理智慧。

巧乘数字化改革的东风，湖州以
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以焚烧厂运行监
管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两大场景纳
入省建设厅试点为抓手，加快生活垃
圾分类监管平台迭代升级，在全周期
闭环管理基础上，建立跨行业、跨区
域、跨层级的协同管理机制，打破管
理壁垒，在全省率先实现数字监管平
台市县全覆盖。

数字赋能，让垃圾分类更智慧、
更高效。南浔区培育本土科技企业
自主研发生产行业首款垃圾分类智
能督导机器人“小睿”，开发建设“社
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基层数字治理
及网格化管理”应用，对居民投放行
为、现场环境状况、分类投放质量实
行全时全面全域数字监管、数字评价
及数字便民，有效提升管理的精细
化、智慧化。

吴兴区八里店镇在西湖漾小区

和西山北区分别建立全市首个数字
化投放驿站和数字化管理中心，涵盖
全天候监管、交互宣传、便民服务，并
首创数字化星级驿站评价考核体系，
实现自主投放、智能监测、异常推送、
数字评价考核的全闭环数字化治理，
居 民 投 放 守 时 率 从 82.27% 提 升 至
86.98%，分类正确率从 85%提升至
95%以上。

德清县康乾街道则依托智慧园
区及高校人才资源搭建“政府+高校+
企业”的共建共享平台，合作研发云
端监管平台，探索垃圾清运网和再生
资源回收网“两网融合”新模式，结合
智慧街道建设完成小区“两定四分”
亭远程宣贯和数字监管模式，构建起
智能化垃圾分类处理新生态。

在湖州，诸如此类的基层探索还
有很多，将多元化科技创新手段嵌入
到垃圾分类“全链条”，对准不同场景
下的具体需求，以科技创新赋能补链
延链强链，为垃圾分类的智慧治理提
供了更多数字方案。

科技赋能全域智治

天蓝、地绿、水清，在湖州，看见

美丽中国。

高质量推进垃圾分类，是一场

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五年来，湖

州市紧紧围绕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

全面决胜”总体目标，坚决扛起“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

使命担当，锚定“全国当示范”，加快

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生活垃圾分类

“社会治理共同体”，率先实现全市

陈腐垃圾清零、原生生活垃圾零填

埋、生态修复市域全覆盖、生活垃圾

全处置、总量保持负增长、小区“定

时定点”精准分类模式全覆盖，在全

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中获得

“三连冠”“四连优”，居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精心绘制出

一幅城乡共美的生活画卷，为全省

乃至全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提

供了可供借鉴的“湖州样板”。

湖湖州州州

垃圾分类工作并不是一个单位、
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事关每一位市
民生活习惯的养成。在实践中，湖州
不断推动党建引领治理、发展融入治
理、服务贯穿治理，探索出一条党建引
领垃圾分类、多部门协同共治的全民
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子，大力
推动城乡环境的提升。

位于南太湖新区仁皇山街道的悦
园社区，依托“家园支部”建设，推动辖
区内党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基层精细
化治理工作，同时联合城管执法部门
倡导商家共同参与，旨在充分利用督
导员业务熟、人熟的优势，让越来越多
的居民从“要我分类”转变到“我要分
类”，实现从“粗放分”到“精准分”的蝶

变，实现共治、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加务实地

推 动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向 纵 深 开
展，湖州还专门出台《湖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实施方案》《湖州市建设生活
垃圾分类全国示范市工作方案》等
纲 领 性 文 件, 并 将 垃 圾 分 类 纳 入 区
县目标责任考核和“三会一课”进行
晾晒比拼，开展千名机关党员干部

“微调研”，大力推动全市垃圾分类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促进环境
卫生提质增效。

与此同时，湖州市各个机关、医
疗、教育、金融、市场监管、商务、文
旅、经信、邮政等九大行业主管部门
也加强联动，压实“管行业就要管垃
圾分类”责任，联合开展“每月一行

业、每月一主题”年度行业“回头
看”行动并抓好整改落实，强化
“单位自查、行业检查、市分类

办抽查”的督查考核机制，
今 年 以 来 共 计 检 查 单 位

1400 余家，发出书面督
办函 41 份。

以 红 色 党 建 为
引领，湖州市多部
门协同共治，将“绣

花”精神和精细化治
理的思路融入到垃圾

分类工作中。据悉，截
至目前，中心城市单位已

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
盖，准确率达 95%以上，行业

分类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红色引领部门联治

垃圾分类,民众参与是关键。湖
州市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力
量，围绕提升群众参与率，坚持“面向
基层、面向群众、见到实效”的要求，加
强宣传发动，强化氛围营造，使垃圾分
类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去年8月以来，共青团湖州市委在
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湖小青”志愿服
务助力禁塑限塑“百千万”“三个一”主
题行动，形成集宣传推广、实践动员于
一体的禁塑限塑志愿服务体系。截至
目前，全市共组织开展垃圾分类主题
活动 1500 余场，组建“湖小青”禁塑限
塑志愿服务队733支，发动“湖小青”志
愿者 2.5 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超 7.8
万小时。

与此同时，各个社区也在垃圾分
类工作中展现了前端科学投放的重要
作用。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发挥业
委会自治作用，社区、物业、业委会形
成了垃圾分类的“共治力”，成为撤桶
并点、入户宣传、桶边指导的“主力

军”。有的小区，更是创新采用物业承
接垃圾分类模式，有效避免小区物业
与 垃 圾 分 类 第 三 方 服 务 企 业“ 两 张
皮”，更好地助推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提质”。截至目前，湖州全市共619个
小区转型为“物业直管”，占比48.5%。

吹响垃圾分类工作的号角，每一
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湖州还
专门成立垃圾分类专项工作室，架起
政府部门与市民沟通的桥梁，听民声、
解民忧、聚民心；设立便民服务大厅，
开设咨询窗口，开通 2201212 服务热
线，并自主开发“湖垃圈”入驻浙里办
应用平台，进一步畅通意见建议反馈
渠道。

眼下，垃圾分类的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在家分好类、定时拎出门、定点
精准投”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完善，
湖州市垃圾分类也逐步从“整治”变

“自治”、从“单打独斗”变“全民参与”，
为这座城市厚植宜居底色。

搭建平台完善共治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诸多环节，只
有当各环节被顺畅地串联起来，成效
才能显示出来。湖州市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引进各类资本 20 余亿
元，推进 17 个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并
将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涵盖物流、餐
饮、固废物、轻工业等多个市场主体，
塑造产业发展新机遇，勾画一幅欣欣
向荣的垃圾分类处理产业全景图。

竹子是一种绿色、低碳、速生、可
再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作为“中
国竹乡”的安吉县积极探索“以竹代
塑”，与本土生物科技企业合作建立健
全竹制品销售推广平台，推动商超、农
贸市场、邮政快递等重点领域实现竹
餐具、竹制可降解塑料袋使用全覆盖，
重点产业配套应用常态化，助力垃圾
分类源头减量。

同时，湖州市大力优化分类收运
流程，不断提升末端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置能力。自 2020 年以来，湖州
在全省创新推出“铛铛师傅”回收体
系，扶持本土回收企业收编社会零散

回收商 100 余人，打造“收编铛铛师
傅+市场化运作”“线上预约回收+线下
自主投递”模式。目前，湖州已经实现
了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全品类回收，日
均回收量达250吨，其中低附加值占比
超过 8%，减少了进入焚烧厂处置的垃
圾量，提高了资源综合利用率。

借助科技手段，湖州市也在日日
上演“变废为宝”。譬如长兴县建设有
机肥生产项目并打造智慧化堆肥车
间，以数字赋能实现有机肥配料、布
料、出料等一体化全自动运行，处置利
用易腐垃圾沼渣、秸秆等废弃资源能
力达到 4 万吨/年。据悉，该项目还获
得绿色金融贴息 11.7 万元，成为绿色
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

产业发展创新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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