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的分类收运体，是推动市民
长时间践行垃圾分类的“定心丸”。

《条例》实施以来，我市落实了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的精细管理与全程管控，
分类收运网络“公信力”显著提升。

针对居民小区、沿街店铺生活
垃圾分类收运。我市出台了“进一
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体
系”的实施意见，完善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定时定点定线路”分类
收运模式，杜绝混收混运。有害垃
圾将由属地城管部门收运至集中暂
存点，再由危废处置企业进行统一

运输处理，并鼓励社区每月 21 日
开展有害垃圾收集兑换活动。

大力推广“搭把手”智能回收
平台，推行低价值可回收物智能回

收模式。目前，该平台已累计完成
建设“搭把手”回收网点 2100 多
个，建成鄞州、海曙、镇海、北
仑、大榭 5 个区域配套综合分拣中
心，象山、杭州湾 2 个分拣中心的
建设工作也正有条不紊地开展。

“据初步统计，一年里，我们
已借助该平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
10 万吨，实现垃圾减量 5.5 万吨，
减少垃圾收运处置费用约 1600 万
元。”市市容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说。

完善大件、绿 化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 我 市 积 极 出 台《宁 波 市 大 件
垃圾分类处理管理办法》《宁波市
城市绿化植物废弃物管理办法》，
合理规划堆放点、集散点布局。

目前，我市大件、绿化垃圾处
理仍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由物业企
业或处理单位对大件、绿化垃圾进
行上门收集。全市共建设有大件垃
圾处理设施 23 座，年处理能力约
59.5 万 吨 。绿 化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16
座，年处理能力约 33 万吨。

■密织分类“精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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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宁波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
体系不断成熟，处理能力不断提升，

“垃圾围城”已逐渐淡出了社会大众
的视野。

当前，我市已形成以焚烧处理
为主、生化处理为辅、卫生填埋为应
急、就地处置为补充的生活垃圾处
置体系，各区县（市）均已建成两种
及以上生活垃圾处置设施。眼下，全

市共有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14
座，其中焚烧厂 5 座、填埋场 3 座、餐
厨（厨余）厂 6 座，每日总处理能力
达 16520 吨（含渗滤液处理能力）。

另一方面，我市还建成分散式
就地处置设施共计 250 余处，其中
包括了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就地处
理机，阳光堆肥房等多种形式，每日

总处理能力达到了 470 吨。
目前，奉化、宁海、象山三地的

生活垃圾焚烧厂，市餐厨垃圾处理
厂（二期），宁海餐厨（厨余）垃圾处
理项目均已 开 工 建 设 ，预 计 将 在
2020 年 底 前 投 入 运 行 。宁 波 市 厨
余 垃 圾 处 理 厂（二 期）、象 山 沼 气
综合利用项目均已启动项目前期
工作。

■重点设施“冲刺”进行时

“关键小事”成就非凡“影响力”
——记《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施行一周年

一个快餐盒、一团纸巾、一堆食物残渣、一个包装
盒……也许你已记不清自己分类了多少生活垃圾，但毫
无疑问的是，《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施行的一年来，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
式，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也许是输电线里奔流不息的电能，也许是厨房里
不可或缺的天然气，也许是工作、学习中用到的再生
纸……

今年 10月 1日，《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正式迎来施行一周年。这一年里，我市依法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全面深化城乡生活垃圾领域改革，为加快
推进生活垃圾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去年，宁波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季度考核中排名前
三。截至目前，全市城镇垃圾分类覆盖率已达100%，资
源化利用率近89%，城乡生活垃圾总量持续负增长。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的非凡“影响力”，你
感受到了吗？

按照 《条例》 相关要求，宁波
市和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该统
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生产生活
安全等要求，建立涵盖生产、流
通、消费等领域的各类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工作机制。

去年以来，一批关于垃圾分类
的管理制度相继出台，为分类工作
的长效推进“护航扬帆”。

文广旅游、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了 《关于宁波市酒店 （宾馆）
行业限制一次性消费品使用的实施
意见》 和 《宁波市餐饮行业限制一
次性餐具使用的实施意见》，定期
开展专项检查；

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台了 《宁波

市农村厨余垃圾就近就地处置管理
办法 （试行）》，提高农村厨余垃
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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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制度实施意见印发，基本涵
盖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过程。

《宁波市城市管理养护行业信
用监管办法》 制定出台，市容环卫
养护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将把企
业经营情况、企业经验管理行为、
企业市场行为、项目管理、服务质
量、表彰奖励等纳入考评内容。

■制度“护航”促长效

做好《条例》施行工作，“强制分
类”的专项执法不可或缺。

去年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全面加大专项执法力度，积极探索
垃圾分类“非接触性执法”。

依托“执法进小区”的深入推
进。建立社区与执法队员的结对联
系制度：属地行政执法中队深入社
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同开
展 桶 边 督 导 ，着 重 树 典 型 、抓“ 刺
头”。同时，先由社区列举源头分类
质量较差的小区，锁定至居民个人，
再由执法队员针对性地开展执法处
罚，逐步形成“管理举证、执法介入”
模式。

例如，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新碶中队采用“温馨告知+入门入户
执法”的“两步走”策略，在社区、物
业的共同配合下，对黄金海岸小区
一名垃圾混投的业主进行了处罚。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
执法检查 19.2 万次，教育劝导 14.2
万次，书面整改近 12904 起，处罚个
人 3000 多起、单位 1400 多起，处罚
金额 79.2 万元。

此外，由于垃圾分类处罚取证
难、处罚金额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强化信用建设为导向，进一步提
高违法成本。

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后，行政
处罚信息将被推送至信用平台，作
为物业服务业、生活垃圾清运单位
考核扣分依据和以后招投标的扣
分；对于在职党员、公职人员则通报
至其所在单位，一般居民则通过社
区公示栏予以曝光批评。

同时积极推动“以服务替处罚”，
让违法当事人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相
关社会服务，以体会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与志愿者、工作人员的不易。

■落实执法“强制力”

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
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
也逐渐成为垃圾分类的新“引擎”，
分类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推进。

分类智慧模式建设深入推进。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等
技术，建立并完善生活垃圾分类信
息管理平台。建立跟车检查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跟车收运线路、
检查点位分类、车载设备的可视化
监管。从专项督查及投诉举报情况
来看，今年未有一起“混收混运”
情况发生。

分类基层治理模式不断完善。
根据《条例》有关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实行管理责任人的规定，我市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宁波市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制度的实施意见》，
明确管理责任人基本职责，对于违
反规定的按照条例要求进行处罚。
当前，已有未履行义务的管理责任
人受到处罚。

分类宣传监督渠道进一步拓
宽。持续开展全覆盖、分层次、多样
化的宣传、培训活动，依托宁波垃圾
分类公益基金，以及“民生 e 点通”
等民意反映监督平台，多方位推动
单位和个人规范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动员能力，激
发群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垃圾分类 创新赋能

撤 桶 并 点 、 桶 边 督 导 、“ 三
桶”行动、四色榜单⋯⋯这些如今
甬城市民们都耳熟能详的词汇，其
实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生
活垃圾的源头减量。

一年以来，《条例》 施行坚持
重点攻坚、难点突破，源头分类质
量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坚持源头导向，先后组织召开了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现场会、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会议，牢牢压实属地政
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各种分类

‘妙招’频出。”市分类办相关负责
人说。

落实四色榜单考核机制，即对
乡镇 （街道） 及党政机关、农贸
市场、商场 （超市） 等公共机构
进行垃圾分类监 督 检 查 ， 用 绿 、
蓝、黄、红四种颜色排序，排名
结果通报市级媒体。开展源头提

质专项行动，对居民小区分类质
量 低 于 70% 的 厨 余 垃 圾 桶 张 贴

“ 红 色 告 知 单 ”， 按 其 他 垃 圾 收
运 ， 同 时 将 该 小 区 列 入 不 合 格
小 区 名 单 。

截 至 9 月 底 ， 我 市 厨 余 垃 圾
分 类 质 量 合 格 小 区 占 比 从 年 初
的 30% 提 升 至 69.6% ， 有 机 物 含

量 从 36% 提 高 至 62.9% 。 在 中 心
城 区 “ 确 桶 净 桶 消 桶 ” 三 桶 行
动 的 驱 动 下 ， 1000 多 条 道 路 完
成 “ 消 桶 ” 工 作 ， 沿 街 店 铺 垃
圾桶精准度由原来的 93%上升至
95.6% 。 在 世 行 贷 款 项 目 实 施 范
围 内 开 展 “ 我 分 类 、 我 晒 图 ，
天 天 抢 红 包 ” 活 动 ， 鼓 励 居 民
参 与 分 类 晒 图 。 居 民 通 过 准 确
分 类 ， 每 户 每 天 可 领 取 0.68 元
红包，自 6 月以来，参与户数超
过 8 万户，累计发放奖励资金近
100 万元。

■多举措促源头精准分类

垃圾分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也并非孤军奋战就能实现。

《条例》 实施以来，全市各级
政府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分类”的
原则，加强联动、共同缔造，谱写
出了一首动人的分类“协奏曲”。

其中，按照市文广旅游、市场
监管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我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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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鞋、礼品袋等 4件基本
需求用品，生活垃圾分类和源头减

量的理念正在逐渐被人们接受。
市邮政管理部门积极抓好行业

中包装减量化、电子面单推广使用
等重点工作，推动包装回收装置在
各营业门店落实落地。

当前，全市邮政行业使用 45
毫米以下“瘦身胶带”封装比例达

94%，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应用比
例达到 94.2%。新增快递末端网点
绿色包装回收区 200 余处，各主要
快递品牌分拨中心，已实现可循环
使用绿色环保周转袋 100%覆盖。

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积极提倡
党政机关“绿色办公”，取消一次

性杯具，单位食堂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餐具。

市商务部门正在加快制定建立
健全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实施方
案，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分类收运
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融合。当
前，全市注册备案的再生资源回收
经 营 主 体 已 超 过 2300 家 ， 全 市
2500 余个城镇居民小区中，建有
可回收物回收站点的小区已超过
2000 个，站点覆盖率较去年同期
提升 33 个百分点。

■绿色生活 共同缔造

“搭把手”智能回收平台

““旧物改造旧物改造””课堂课堂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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