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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首月

我市交出“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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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月 31日，《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甬实施“满月”。

短短 31天时间里，看得见的，是道路上往返
穿梭的各色垃圾收运车，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四
色分类宣传标语；看不见的，是生活垃圾末端处
置设施机械精密的运作过程，是四色垃圾桶中垃
圾成分的慢慢变化……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关
心支持下，全市综合执法系统聚焦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四个环
节，注重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加大执法管理力
度，为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提
供了有力的执法保障。在近期结束的全国 46个垃
圾分类重点城市第三季度考核中，宁波市以全面
的制度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收运体
系、良好的社会氛围，一如既往占据着前三的一
席之地。

宁波何以成为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排头
兵”？《条例》实施首月的这份“答卷”给你答案！

今年的国庆节格外不寻常。台
风“米娜”兵临甬城，《宁波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也如泄闸之
水，席卷了城市里的每一户家庭。

风雨交加中，市、区两级综合
执法队伍无惧风雨，在相关领导的
带领下对生活垃圾分类各类主体、
各个环节开展检查与执法，打响了

“强制分类”的“第一枪”。
随后的一个月里，专项执法攻

坚战在甬城全面打响。为做好 《条
例》 施行工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制定印发了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并作了
专题部署。

据统计，10 月以来，全市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 19378 人次，检查
居 住 区 、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3840 个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 企 业 单 位 3327
个 、 个 体 工 商 户 18984 户 、 个 人
14612 人、收运企业 216 家，处置
企 业 133 家 ； 累 计 教 育 劝 导 个 人
22512 人 次 、 单 位 7640 家 次 ； 向
1160 名 个 人 发 放 责 令 整 改 通 知
书、立案 99 件、处罚 45 件、处罚
金额累计 9370 元；向 976 家单位发
放责令整改通知书、立案 55 件、
处罚 19 件、处罚金额累计达 16480
元。

处罚不是目的！所有的执法队
员坚信这一点。随着执法力度的不
断加大，宣传力度也随之全面加
大。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余宁
介绍，为了在确保“强制力”执法
的同时，激发市民垃圾分类的“原

动力”，全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形
成了“先宣传后执法”“边执法边
宣传”的工作理念，提出了“谁执
法谁普法”的工作要求：执法人员
将宣传教育与执法严管相结合，在
执法过程中积极宣传 《条例》 的重
点内容及相关规定。

据统计，执法队员 10 月累计
进行执法宣传 16804 次。同时充分
利用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
闻媒体，加大对公交候车亭、出租
车顶灯、遮阳雨棚等户外载体的投
用力度，全面做好普法宣传“十
进”。

而在一线执法队员的大后方，
成立于 9 月末的宁波市垃圾分类学
院及 10 家二级学院，也通过发挥
政府管理部门政策优势和高校教育
部门专业优势，进一步提升生活垃
圾分类宣教工作的普及性、针对性
和实用性。

另一方面，党建引领的持续深
化，为“强制力”的施行增添了不
少“温度”。以鄞州区东柳社区为
例，社区启动党员“初心接力”工
程，以“新老”搭档两两一组的形
式，充分发挥老党员“领跑”作用
的同时，鼓励年轻党员发扬传承精
神，实现垃圾分类志愿岗上的“快
跑”，持续激发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内生动力。

据统计，市直机关有 11160 名
党员到所居住的社区报到，7000
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深入社区开展桶
边督导，做好市民的咨询、指导等
服务工作。

教、罚并举 “强制力”激发“原动力”

“强制时代”的到来，让我市
6 年前就开始规划布局的各类垃圾
分类配套设施有了一展拳脚的舞
台。

目前，全市共有生活垃圾集中
处置设施 12 座，其中生活垃圾焚
烧 厂 5 座 ， 在 建 3 座 ， 餐 厨 （厨
余） 垃圾处理设施 4 座，生活垃圾
填埋场 3 座，总设计日处置能力达
11610 吨，基本满足全市生活垃圾
每天 11400 吨的产生量。

为坚决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到 2020 年底实现生活垃圾“零
填埋、零增长”的目标，我市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当前，奉
化、宁海、象山三地生活垃圾焚
烧厂正紧锣密鼓建设之中，宁波
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宁波市厨余
垃圾处理厂二期项目也正筹备启
动 ， 预 计 2020 年 底 前 基 本 建 成 。

届时，我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
力与实际产生量基本匹配，并富
有余量。

与此同时，我市全程分类体系
全面完善。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完
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体系的实
施意见》，旨在科学调整中心城区
分类收运体系，进一步落实小区内
物业收运的主体责任，小区外环卫
部门收运的主体责任，实现“物业
归集不出小区，环卫部门上门收
集”的“一体化”分类收运模式。

“两网融合”体系的持续深化，也
让市民品尝到了垃圾分类的“甜
头”。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10
月底，“搭把手”智能回收箱共铺
设至 1415 个居住小区，占居住小
区总数的 64.8%；通过“搭把手”
平台共回收可回收物 255.8 吨，较

9 月同比增长 15.9%。
另一方面，我市积极创新源头

分类模式。一方面，依托成果激励
机制，鼓励探索“红黑榜”“绿色
账户”“环保档案”等激励制度，
稳步推进“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
机制。另一方面，“撤桶并点”“定
时定点”“桶边督导”等分类模式
也正稳步铺开，以求进一步提升源
头分类质量。

据统计，目前中心城区已有
1081 个 居 住 小 区 完 成 撤 桶 并 点 ，
占比达 68%。截至 10 月，中心城
区 厨 余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量 为 6734
吨，较 9 月同比增长 10.6%。从成
分检测情况看，优先收运的厨余
垃 圾 平 均 有 机 质 成 分 占 比
54.6%，较 《条例》 实施前提高 5
个百分点，厨余垃圾质量稳步提
升。

此外，我市垃圾分类配套制度
体系基本形成。根据 《关于贯彻落
实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 的实施意见》，相关部门先后
制定 16 项配套政策，有害垃圾、
大件垃圾、城市绿化植物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管理办法，宾
馆 （酒店） 餐饮行业限制使用一次
性消费品 （餐具） 实施意见、分类
投放管理责任制度实施意见、查处
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规定等配套
文件相继出台印发。其中，限制使
用一次性消费品 （餐具） 的实施意
见出台后，宁波的酒店 （宾馆） 不
再提供剃须刀、洗衣粉、护发素等
10 类 用 品 ， 只 限 量 供 应 牙 膏 牙
刷、洗发液、沐浴液等 5 件基本需
求用品，生活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
的理念正在悄悄改变人们的生活理
念和方式。

全线推进 打造垃圾分类“完美闭环”

“从近阶段的工作开展及执法
检查情况来看，我们还存在着分类
质量有待继续提升、物业参与机制
有待继续完善、执法有效性有待继
续强化等问题。”余宁告诉记者。

下阶段，全市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查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等
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立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及时
抓好整改，补齐短板，着力提升生
活垃圾分类执法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打好生活垃圾分类持久战、攻
坚战。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
落实。针对分类投放环节中问题较
多的单位、企业，进一步加强执法
检查频率和力度，尽快补齐短板；
针对收集运输环节中问题突出的混
装混运、标识不清、遗撒滴漏等违
法现象，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坚
决避免出现混收混运现象。

二要坚持依法治理，提升执法
实效。认真落实 《条例》 各项规

定，对拒不履行分类义务、拒不落
实分类措施的单位，依法从严实施
处罚。对拒不整改的违法当事人，
将其信息纳入公共信用平台，实施
信用惩戒。对混收混运、拒不整改
的收集运输企业，实行市场退出
制。协同推进生活垃圾、餐厨垃圾
及废弃油脂的治理工作，提高执法
管理效能。

三要健全分类体系，完善长效
机制。进一步完善分类收运体系，
规范中端收运、转运作业标准。进
一步加快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能
力建设，各区县 （市） 根据相关规
划，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
则 ， 2020 年 底 前 补 齐 厨 余 垃 圾

（餐厨垃圾）、大件垃圾、绿化垃
圾、建筑垃圾利用处置设施，以及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四要广泛宣传动员，促进习惯
养成。持续深入开展 《条例》 宣传
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等“十
进”活动，进一步增强市民群众依
法分类的意识，促进习惯养成。持
续深化党建引领，加强垃圾分类志
愿者、社会监督员队伍建设，积极
营造“依法治理垃圾分类，同创共
建美丽家园”的良好社会氛围。

持久攻坚
垃圾分类“未来可期”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宣传活动现场。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检查现场。

“搭把手”智能回收箱受到市民追捧。

宁波市洞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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