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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甬派客户端垃圾分
类短视频大赛启动伊始，就受到
了广大市民的热情追捧。短短一
个月时间，就有 15 万条短视频

“蜂拥而入”，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到了比赛后期，每天参赛人
次甚至逾万！

生活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
垃圾投放时又有什么要求？这些
问题尽管简单，却是垃圾分类推
进中最重要的内容。为此，我市
创新宣传方式，多样化、多层
次、多主体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
作，真正让分类意识“深入人心”。

据市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来，我市通过全媒体
手段，充分发挥社区、村基层党
组织核心作用，积极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党建引领”“十进”等
相关活动。

据统计，我市相关部门共发
布《我就是影响力》系列垃圾分

类 宣 传 视

频 10多部，“垃圾分类公益创投
大赛”“寻找垃圾分类梦想家
庭”“海报人物征集”等活动层
出不穷，各大媒体宣传方式亮点
频出。《小宝贝大行动》 教育宣
传经验一举获得 2018 年度亚洲
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沟通宣传奖。

同时，我市积极开展互动式
全民化参与。“垃圾去哪儿了”
公益环保考察项目成为市民了解
垃圾分类工作的一大窗口，目前
已有 4万人次参与其中，还荣获
2017 年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
奖殊荣。

为了让垃圾分类的知识深入
基层，覆盖全年龄段，我市不断
推动垃圾分类讲师团、督导员以
及志愿者团队建设，开展全覆盖
分众化培训。4年来，我市成立
的市、区两级讲师团深入机关、
社区、企业宣传培训，累计组织
各类培训 7000 多场次，直接培
训 45 万余人，让更多市民将分

类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创新宣传
全民化参与“新时尚”

五化并重五化并重 系统治理系统治理

甬城垃圾分类甬城垃圾分类““蔚然成风蔚然成风””

垃 圾 分

类的浪潮早

已 席 卷 甬

城。

自2013年7月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宁波便

始终坚持收运体系四环节有

效衔接，让四类垃圾从投

放、收集、运输到处置实现

一个完整闭环。

经 过 6 年 多 的 不 断 完

善，如今我市厨余垃圾、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的收运处置体系

业已建立，四色分

类 在 这 片 大 地 上

“蔚然成风”。

据 市 统 计 局 统

计，截至目前，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知晓率达 93%、支持率

达 97%，生活垃圾分类整体工

作在今年一、二季度全国 46 个

重点城市考核中均排名第三，

生活垃圾分类基本覆盖了中心

城区。
金秋十月，《宁波市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正式施

行，我市垃圾分类也将迈入新

时代。宁波何以充分调动全民

参与积极性，让垃圾分类成为

群众认可的“新时尚”，进而打

造垃圾分类的“宁波样板”？系

统化治理、协同化共建、一体

化服务、多元化保障、全民化

参 与 “ 五 化 并 重 ” 的 工 作 举

措，或是最好的解答。

见习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 一 年 见 成 效 、 三 年 大 变
样、五年全面决胜！”去年召开
的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
上，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亲
自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

一年后的今天，我市垃圾分
类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全程
分类体系全面完善，源头分类模
式全面创新，系统化治理“成绩
斐然”。

面对具有高度复杂性、艰巨
性、长期性的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我市从规划、机制、立法等
方面着手，强化顶层设计、总体
布局、整体推进，加快形成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合力。

去年夏末，位于海曙区洞桥
的宁波市厨余垃圾处理厂“吞
下”了第一“口”厨余垃圾，至
此，宁波市“三厂六站”的基础
设施布局全面落成，6座生活垃
圾分类转运站去年底全部投用，
包括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市厨余
垃圾处理厂、海曙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在内的 12 座末端处置
设施承载起了宁波日产逾万吨的

生活垃圾。
基础设施的及时跟进得益于

高瞻远瞩的规划引领。去年，我
市印发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对未来 5 年继
续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
明了方向。根据方案，到 2020
年，各县 （市） 将分别建成 1座
垃圾焚烧厂和 1 座餐厨 （厨余）
垃圾处理厂，实现全市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设施和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的全覆盖。

同时，我市专门成立了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实行集中办公
与实体化运作。至此，“垃圾分
类专办统筹领导，各级部门协同
配合，各区县 （市） 党委书记亲
自领导，社区街道具体落实”的
工作机制正式启动。

此外，《宁波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 将为“强制分类”
提供强而有力的法规保障。在全
面开展系统调查、监审收运处理
成本的基础上，我市还将逐步开
展生活垃圾收费机制研究，促进
源头减量与分类。

统筹领导
系统化治理“见真章”

垃圾分类，我就是影响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垃圾分

类涉及政府、企业、社区、学
校、居民等多方主体，需要全社
会协力推进。为此，我市依托

“协同化共建”这一举措，聚焦
社区、党政机关、学校等区域群
体，让垃圾分类由点及面，辐射
整个宁波。

秋意渐浓，甬城气象变幻无
常，但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海花园
社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却从未缺
席。他们每天早晨准时“驻守”
在垃圾桶边，指导居民
参 与 垃

圾分类。据东海花园社区党员
督导员王磊介绍，如今社区内
的党员全部参与到了垃圾分类
中，带动居民提升垃圾分类准
确率，投放垃圾减量近三分之
一。

坚持社区为主，坚持党政机
关引领，这是我市协同推进垃圾
分类的“秘诀”之一。

据了解，我市通过开展织网
行动、敲门行动等活动，深入探
索推广社区自治模式，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

全面覆盖
协同化共建“新格局”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处置四个环节，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如何严防“源头分类、中端
混运、后端混合”的现象出现，
让老百姓“信得过”？我市针对
以上四个环节持续推进一体化服
务，确保垃圾分类运收处置前、
中、后端同步推进，全程可控。

源头分类精准有序，变“要
我分”为“我要分”。据市垃圾
分类办介绍，我市落实“一栏、
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分类
投放机制，严格做好了居住小区
分类投放设施配置和督导引导工
作。对于新建设施，海曙区已先
行开展分类设施“不合规不予验
收”的措施。

分类收运精细规范，更“透
明”也更有“说服力”。据介

绍，截至目前我市共购置 500辆
分类收集车，新建了 6 座总规
模达日处理 3350 吨的分类转运
站，并向公众开放。以海曙区
生活垃圾转运站为例，一年来
已经接待了 122批次，共计3355
名参观者。其中既有来自周边
社区的居民，也有物业公司的
员工；既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
的党员，也有中小学、幼儿园的
师生。

同时，我市加快推进“垃圾
分类+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全
面推广应用“搭把手”智能回
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全品类
回收。目前“搭把手”已建成
1175 个智慧回收站点，建成 3
个区域配套综合分拣中心，服
务用户 80 余万人，日均回收量
200吨。

全程把控
一体化服务“高水平”

楼道组长、保洁人员、居民每一
个社区角色的重要作用，让分类
宣传、知识科普深入人心。一批

“红黑榜”“绿色账户”“环保档
案”等激励制度也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的又一内生动力。

同时，我市坚持垃圾分类
“机关先行”，突出党员干部示范
表率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主动
践行生活垃圾分类。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率先推出微信打卡小程
序，30个党支部400名党员积极
参与“晒桶行动”，党员每日一

晒，支部每日一评、每周通报，
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此外，《关于印发 2019年宁
波市教育局推进学校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将学校也纳入
到了垃圾分类共建队伍中来。方
案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各
种形式全面开展市垃圾分类知识
教育工作，严格落实 13 项工作
任务，总结推广“五个一”“高
校+”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经
验，让每一名学生都能践行垃圾
分类“新时尚”，并由此带动一
家人。

在 9月初举办的第三次亚太
地区基础设施融资和PPP联络网
会议上，联合国官员这样点赞我
市垃圾分类工作：“非常具有创
新性，令人印象深刻！”

2013年 7月，宁波与世界银
行合作启动了世行贷款宁波市城
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
项目，项目总投资 15.26 亿元，
其中世行贷款 8000 万美元，市
区 两 级 配 套 资 金 10 亿 元 人 民
币。为了扎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我市以建立多元化保障机
制为主线，项目化推动发展，智
能化创新手段，长效化健全考核，
时刻赋予垃圾分类充沛动能。

项目化推动发展层面，我市
生活垃圾焚烧厂、餐厨垃圾处理
厂、厨余垃圾处理厂均采用PPP
模式由社会资金独立 （或与国
有资本合作） 建设运行，筹集
社会资金达 17.56 亿元；焚烧厂
项目还荣获中国循环经济 2017
年度最佳实践奖、财政部第二批

PPP示范项目和省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

其次，我市大力推动智能化
创新手段与分类行为有机融合，
以求事半功倍。通过厨余垃圾专
用袋与居民家庭绑定，我市建立
居民家庭分类行为和分类质量档
案，通过扫码拍照评级的方式，开
展个性化、精准化的指导与激励。

此外，我市还建立健全了考
核机制，考评监督、长效管理双
管齐下。通过建立健全第三方考
核与公众监督相结合的综合考评
机制，聘请专业团队开展日检
查、日考核，实行月度通报，进
一步延伸和拓宽检查范围。同
时，针对党政机关、教育部门、
卫生系统，我市集聚力量开展专
项督查，明确“问题清单”“责
任清单”，进行整改销号。积极
开 展 市 级 达 标 示 范 小 区 （单
位）、省级高标准小区、国家级
示范片区创建工作，切实做到示
范引领。

加大投入
多元化保障“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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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海曙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全景。

图①：“搭把手”智能回收站受到市民追捧。

图②：我市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工作全面铺开。

图③：在有害垃圾回收日，居民将有害垃圾换成小礼物。

图④：宁波市洞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全景。

本版图片由市垃圾分类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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