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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一头牵
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既是

“民生高分卷、生态高分卷”的
必答题，也是宁波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六连冠”的“加分题”。

记者从专题询问会上了解
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入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着力
查问题、补短板，不仅力求

“切题”，更力求切中要害。
“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深

化全面统筹的综合治理体系，
通过‘四色榜单’、合格小区
创建评比等措施，着力压实部
门和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激

发基层单位的能动力。另一方
面，我们将严格制订、执行重
点行业配套政策，加快推出生
活垃圾分类收费制度，倡导绿
色生活，让菜篮子、布袋子、
精简包装成为甬城的靓丽‘风
景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我市还有望进一
步简化生活垃圾分类执法程
序 ， 在 充 分 取 证 的 情 况 下 ，
实 行就地处罚，进一步降低

执法成本，强化执
法刚性。

与此同时，我

市各类处理设施建设也将加快步
伐。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废旧
电子垃圾、旧轮胎回收利用处理
等设施项目将进一步补足完善，
让每件垃圾都有应至之所。

市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
科技赋能将成为全民垃圾分类的

“催化剂”。“我们将加快生活垃圾
分类‘两网融合’的智能应用，推
进居民源头全品类生活垃圾分类
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依
托智能化分类平台，构建居民垃
圾源头精准分类的追溯、考核、
评价激励体系。”相关负责人说。

答好生活垃圾分类必答题

生活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关键小

事”，也是事关百姓居住环境、生

活品质提升的“民生实事”。

昨日下午，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宁波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情况

专题询问会召开。条例实施一年

来，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究竟取得

了哪些成效？存在哪些亟待补齐

的“短板”？又有哪些完善提升的

空间？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市人大代表就这件“关键小

事”进行了问诊把脉。

“望闻问切”之下，开出了一

剂剂“良方”，为我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校准未来“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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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 实施一年来，我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绩不
可谓不显著。

这一年，我市依法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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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据 显 示 ， 条 例 实 施 一
年来，我市累计开展各类执
法检查 18 万余次。厨余垃圾
有 机 质 含 量 从 一 年 前 的 36%
上升到 63.1%，垃圾分类合格
小区由 30%增至 75.4%。截至
今年 9 月底，全市城镇垃圾分
类覆盖率达 100%，资源化利
用 率 88.9% ， 无 害 化 处 置 率
100%，城乡生活垃圾总量增
长率-2.39%，持续实现负增
长。

有力的数据支撑下，垃圾
分类的“宁波方案”被社会各
界认可。去年，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在全国 46 个重点城
市考核中名列前三，并被省里
评为“优秀设区市”。

纵览一年来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的脉络不难发
现，制度创新与自我完善始终
贯穿全过程，帮助我市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度过一个又一个

“阵痛期”。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桶边

督导员、志愿者资源，“撤桶
并点”先行，“定时定点”紧
随其后，不仅确保投放高峰时
间段监管全覆盖，也减轻了督
导员的工作负担；

为了进一步提升源头分类
质 量 与 督 导 效 率 ，“ 破 袋 投
放”应运而生，源头分类质量
可观可感，无形中为垃圾投放

增加了软性“强制力”，督促市
民尽快养成分类习惯；

为 了 有 效 破 解 过 度 包 装 、
一次性用品泛滥等情况，我市
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分类”原
则，加强联动、共同缔造，文
广旅游、市场监管、邮政管理
等多部门协同发力，限制过度
包装，加强一次性消费用品管
控，在全社会普及“文明餐桌”，
推行“光盘行动”；

为了保证垃圾分类投放效果
公开、透明，我市创新建立四色
榜单考核机制，用绿、蓝、黄、
红四种颜色进行排名并定期公
示，推动全市各区县 （市） 形成
比学赶超的氛围⋯⋯

接下来一年，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将对症下药、见招拆
招，以提升分类实效为导向，全
力答好这道“民生高分卷、生态
高分卷”的必答题。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依法推进

深入街头巷尾，倾听居民
呼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功
与否，落脚点始终在于社会大
众。

今年 2 月起，市人大城建
环资委员会探索形成“多轮滚
动监督”模式，通过走访、调
研等形式，倾听记录居民的意
见建议，为专题询问会的召开
提供全面参考。其中，一份关
于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 实施情况的网络调查问
卷用简明扼要的数字，直观地
道出了基层百姓的心声。

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我市
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工作、贯
彻执行情况，民众普遍表示满
意，同时，绝大多数民众也有

“我就是‘影响力’”的分类
自觉。

其中，超过 86%的市民表
示，自己非常了解或较为了解

《条例》 的具体情况，近 98%
的市民表示，自己非常清楚或

较为清楚地掌握了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甬城市民的“分类素
养”可见一斑。

在“您认为目前影响我市
垃圾分类工作的因素有哪些”
中，82.2%的调查对象认为高
质量、精准化分类习惯仍未养
成，需常抓不懈。超 82%的调
查对象认为，应该加强物业、
管理员、志愿者等桶边督导力
量，支持在投放点安装视频监
控设备，建议加大对不分类行
为的处罚力度的市民，也超过
半数以上。

“ 《条例》 实施一年来，
我更愿意看到‘强制力’的实
施，因为这也是对我自己分类
成果的保护。”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鄞州区紫郡社区一居民
告诉记者。

调查结果还表明，绝大多
数市民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
用、快递过度包装等达成了共
识，并期待在这些方面能看到

更多的变化。
“现在我去星巴克喝咖啡，

店里已经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吸
管，而改用更易降解回收的纸质
吸管；收到的快递上，缠绕的胶
带也比以前窄了好多。尽管这只
是一点点的变化，但我相信日积
月累这么做下去，一定会有巨大
的变化。”浙江万里学院的郑同
学表示。

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了市民
的 新 期 待 。 有 28%的 调 查 对 象
表示，希望看到更为细致的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推广，同时有
不少市民希望执法处罚更有连
续性。

“还是有些居民分类和投放
不自觉，严查就分类，不严查就

松懈。简单教育、
劝阻效果不佳，希
望能持续加大执法
处罚力度。”一市
民在问卷中写道。

倾听记录基层百姓意见建议

专题询问会现场，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
就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内
容进行询问，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市垃圾分类办、市发改委
等多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答
询，问题涵盖了分类习惯养
成、配套制度支撑、硬件设施
保障、资源化利用体系、源头
治理措施等多个方面。

“当前，厨余垃圾处理缺
乏有力的技术支撑，是生活
垃 圾 处 理 资 源 化 的 一 个 短
板，有关部门将如何采取有
力措施破解这一难题？”针对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的 提 问 ，
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郑一
平作了回答。

他表示，厨余垃圾厌氧发
酵技术有一定的技术缺陷，尤
其是在处理盐分较高的“宁波
特色”厨余垃圾时。一方面，
厌氧发酵技术产生沼气，一定
程度上消耗了最终产物的肥
力；另一方面，较高的盐分以
及抗生素等少量其他物质的存
在，也使得产出的堆肥无法很

好“回田”。
“当前，我们已经与浙江

大学、宁波农科院组成了攻坚
团队，瞄准厨余垃圾、园林垃
圾等肥力较高的垃圾，探索厌
氧 发 酵 技 术 以 外 的 ‘ 最 优
解’。目前，两个新方案都有
生产线在试运行，我们会从技
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努力为全国
厨余垃圾处置面临的问题提供

‘宁波示范’。”郑一平说。
针对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提

出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的
进度问题，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励志纲进行了解答。

他表示，按照 条 例 相 关
内容，生产生活垃圾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生
活垃圾处理费。但受疫情影
响，建立处理费用与产生量
直接挂钩的差别化收费机制还
难以实现。

“目前就全国来说，实行
生活垃圾收费的城市还不多，
可 参 考 案 例 相 对 较 少 。 2018
年以来，我们广泛深入调研，

多方协商，已基本形成了生活垃
圾收费的雏形。接下来，一方面
我们会加强对接，适时提交方案
公示审议听证，逐步推进实施；
另一方面我们将对 2019 年的生
活垃圾处理成本进行检测归纳，
确保收费标准科学合理。”励志
纲说。

此外，有代表提问：“部分
小区居民反馈，撤桶并点、定时
定点等管理手段不方便快捷，且
较为生硬。对于这一问题有何具
体设想？能达到什么效果？”

郑一平表示，目前，撤桶并
点、桶边督导、定时定点等措施
是提升源头分类质量最为有效的
方法，以奉化区为例，几个月的
时间就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质量
的“突飞猛进”。

为了能给市民带来更好的体
验，将会进一步采取人性化措
施，在布点等方面充分听取百姓
的意见。同时，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还将进一步提升投放环节的

“智能化”，用“智慧监管”解决
人力问题，进而在点位、时间上
逐步放开。

把脉垃圾分类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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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银行”激发市民垃圾分类积极性。

▶城管队员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现场。

▼一月一度的“有害换有爱”活动。

小区里的桶边督导志愿者小区里的桶边督导志愿者
在教小朋友垃圾分类投放在教小朋友垃圾分类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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