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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要形

成长效机制，加强科学管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

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落实这一讲话精神，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辽宁省政府、

丹东市政府和凤城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工作实施方案。凤城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凤城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三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目标是：截至 2020
年底，试点区域，我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40%。从中央到地方，垃圾分类

势在必行。

一、凤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

根据凤城市政数据，2019 年凤城市生活垃圾产量每日约 300 吨，比 2018 年每日 280 吨

增加 20 吨左右。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每年生活垃圾产量增长为 15 吨左右。

（一）凤城市生活垃圾构成

凤城市的生活垃圾构成主要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工

业垃圾和医疗垃圾有专业的回收机构。

厨余垃圾是有机垃圾的一种，泛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用的来源生料及成品（熟食）

或残留物。包括果皮、剩饭、菜叶、蛋壳、骨、剩菜、贝壳等。

可回收垃圾就是再生资源，是指生活垃圾中未经污染、适宜回收循环利用的废物。主要

包含废纸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金属废塑料、废玻璃等。

有害垃圾，是指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的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必

须单独的收集、运输、储存。要求由环保部门认可的专业机构对其进行特殊的安全处理。比

如电池，节能灯、荧光棒、药品等等。

其他垃圾，是除了上面三类之外的生活垃圾。

（二）凤城市垃圾处理情况

凤城市目前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位于边门镇。这种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操作简单，可以

处理所有种类的垃圾，但是存在二次污染的隐患，处理不当很容易污染土壤以及地下水。另

外，凤城市正在引进焚烧处理企业。凤城市乡镇垃圾由各个镇自行填埋处理。

二、凤城市生活垃圾试点情况

（一）市区情况

2018 年，凤城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实施选择凤凰首府一期小区，龙源府小区、辽宁

承业企业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凤城华骏机床厂、凤城市人民政府、东方红小学作为实施垃

圾分类的试点小区、企业、公共机构试点。2019 年选址财旺小区、鑫康花园小区、状元府

小区、神龙增压器、蓝天锅炉、通达轴业、法院、检察院、职教中心作为实施垃圾分类试点

小区、企业、公共机构试点，对可回收和有害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具体实施措施包括前期的

宣传工作，挂条幅等方式让市民了解垃圾分类的有关事项，并且在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投放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类垃圾桶。每天由市政垃圾运送车专门回收。

（二）乡镇情况

凤城市农村各个乡镇基本实施的是“五指垃圾分类法”， 将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垃圾、

可燃烧垃圾、可变卖垃圾（可回收垃圾）、建筑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可腐烂垃圾处理方法：由农户就近实施生态化处理，可堆肥的投放到沤粪池里或者固定



的收集装置里，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置（可做农家肥）；可燃烧垃圾的处理方

法：在自家的灶坑内焚烧，用于取暖、做饭等；可变卖垃圾（可回收垃圾）的处理方法：采

用资源化回收、利用方式处置。对数量相对较大的可回收垃圾，可以集中存放作为废品，自

行变卖。对建筑垃圾的处理方法：有条件的，可就地卫生填埋或者用于垫道。无法填埋的，

由农户自行运送到垃圾填埋场进行集中处理。有毒有害垃圾的处理方法：由农户密封包装，

单独存放，由保洁员定期上门收集，统一处理。

具体的措施，以爱阳镇为例，每村配备垃圾分类员，保洁员，每 500 人配备一名。清运

员两名。每户设可回收垃圾容器和有害垃圾容器各一个，每 20 至 30 户配备 1 个垃圾生态治

理池即垃圾池。保洁员、分类员、清运员要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相互联动，三位一体。其

他各镇大致处理情况相类似，资金充裕的村，每家配备的垃圾分类设施相对更齐全。

三、凤城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凤城市垃圾分类后的处理设施不配套。垃圾分类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能进行卫

生填埋，即使前端垃圾分类，后端仍然混合处理。收集垃圾的车辆无法进行分类收集，最终

无法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第二，垃圾分类投入资金不足，2018 年市区垃圾分类投入

10 万元，用于购买垃圾箱。今年预计投入 200 万用于垃圾分类专项资金。虽然资金有所增

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无法满足需求。第三，群众的参与度不高，试点小区的居民仍

然按照原来的方式投放垃圾，非试点小区更是如此，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同时存在宣传方式

单一，缺乏互动反馈、重量不重质、口号化、标语话等问题，导致受众群众接受度低，政策

的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第四，垃圾分类政策法规不健全，没有约束力。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不强，仅仅靠道德无法解决问题。

四、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一是把重点放在学校学生教育上，垃

圾分类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居民的环境意识，自觉实现垃圾分类。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通过依托课堂，可以搭建家庭实现垃圾分类，让孩子带动家庭从而带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实现垃圾分类工作更好展开。不仅要引进中小学生课堂，党校课堂同样重要，让领导干部带

头学，带头做，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二是注重宣传的长效机制，

改变传统口号宣传的公共政策，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公众号等自媒体进行宣传，可播放公益

广告的形式，贴近生活，注重吸纳民意，简单易懂，能够激发群众情感认同，营造全社会参

与的浓厚氛围。在学校、机关、企业、社区等基层单位，向公众广泛、深入、通俗的宣讲垃

圾分类收集政策、技术标准和具体方法等，使其详细了解参与垃圾分类收集的意义和方法，

培养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和习惯。

第二，垃圾分类要有统一的标识，和垃圾桶的标识有相应的对应。标识包括文字，图

案、颜色等信息。使公众能够很容易的意识到垃圾的类别，方便居民能够清楚明白的做好垃

圾分类，使垃圾分类能够简单易学。

第三，建立回收产业链，引入市场机制。生活垃圾的处理需要大量的资金，目前的运

转方式主要是地方政府负担，可以说负担非常的重。只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让垃圾分

类与经济效益回报挂钩，才能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

资本，市场化运作，扶持垃圾分类相关的企业，提高垃圾的利用率。政府应给予相关企业必

要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采用优惠的补贴政策等手段，逐步扶植起一批专业的垃圾分类收

运处理企业，利用经济杠杆推动垃圾分类收集资源利用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健全回收—加工—转卖—消费产业链，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尽快完善厨余垃圾的专业化处理。一是与高校建立合作，探索厨余垃圾的资源

化利用新技术，加快厨余垃圾的专业化处理。二是实现源头减量，提倡餐饮企业、学校食堂

等单位购买厨余垃圾处理机器等，自行处理厨余垃圾，达到在源头上减量。引导居民提高厨



余垃圾分类准确率。

第五，制定生活垃圾管理体制。成立市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领导小组，整合相关的职能

部门，避免职权过于分散，形成推动合力，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同时出台相关的垃圾分类

标准和规范。严格考核机制，将垃圾分类工作情况纳入到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

体系，明确垃圾分类工作的考核制度。

生活垃圾分类的处理工作看似一件“小事”，却是涉及民生的大事，关系 13 亿多人生活

环境的改善，关系资源的节约使用，同样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垃圾分类工作是民生工

程，更是民心工程。推行垃圾分类实施，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有效的保护环境，还世界

碧海蓝天，绿色青山，还子孙后代幸福生活，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