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其中，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而生活垃圾分类就是其
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建设餐厨或厨余垃圾处理
厂，一方面可避免 直 接 填 埋 或 焚
烧 产 生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通 过 回 收 、 提 纯 有 机
质 厌 氧 发 酵 产 生 的 沼 气 制 取 天
然 气 ， 从 而 推 动 部 分 温 室 气 体

的 “ 再 利 用 ”。 按 照 宁 波 市 厨 余
垃 圾 处 理 厂 一 期 项 目 的 碳 减 排
评 估 能 力 折 算 ， 我 市 每 年 可 通
过 厨 余 垃 圾 处 理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排放约 23 万吨。

此外，居民通过生活垃圾分
类，带动可回收物循环利用，同样
能够减少因垃圾焚烧而产生的碳排
放。按照每焚烧处理一吨生活垃
圾，将产生约 0.15 吨二氧化碳的标
准测算，仅城镇范围内每年因进入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而减少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 9 万吨。

■低碳生活 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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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宁波正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我市
将世界银行合作项目作为平台，以制度创新为笔，以条例
法规为砚，精耕细作、聚力同行，在整个“十三五”建设
时期收获了累累硕果。

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全市城镇垃圾分
类覆盖率已达100%，资源化利用率88.6%，无害化处置率
100%，城乡生活垃圾总量增长率为-2.82%，持续实现负增
长。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至2020年底，
全大市近2500个小区的150余万户家庭参与垃圾分类，机
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垃圾分类覆盖率均达到100%。

2018年以来，宁波市在全国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
城市的多次季度考核中，名次均位列前三，并被省政府评
为“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优秀设区市”。根据市统计局于
近期组织开展的垃圾分类满意度调查，全市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知晓率从 35.7%提高至 98.9%，垃圾分类满意率达到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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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垃圾分类工作，成立了由市长
担任组长的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与循环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各区县 （市） 政府以及 35 个市直
主要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并组织了市分类办
进行“实体化集中办公”。

按照设计部署，市、区、街
道 三 级 政 府 部 门 或 单 位 各 有 侧
重、各司其职，形成了以宁波市
分类办为载体，生活垃圾分类指
导中心为中枢，各街道、社区、
督 导 员 为 活 动 主 体 ， 社 区 、 小

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完整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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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制 止 餐 饮 浪
费、减少过度包装、限塑禁速等
领域发挥巨大作用；街道、社区
通过网格化管理的治理模式，将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到每一户
居 民 ， 实 现 了 全 社 会 的 共 同 参
与。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各部
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推进的
模 式 ， 全 面 且 系 统 地 整 合 了 资
源，最大限度调动了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谱写出了一首动人的垃
圾分类“协奏曲”。

■全民参与 共同缔造

利用世界银行丰富的知识和
先进的理念，我市率先引入了循
环经济概念，对宁波市中心城区
生 活 垃 圾 的 源 头 分 类 、 收 集 转
运、终端分类处置等每一环节进
行 了 科 学 的 、 完 整 的 、 体 系 化
的 设 计 ， 一 次 性 形 成 了 包 括 居
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推 广 、 分 类 垃
圾 桶 及 垃 圾 袋 发 放 、 四 分 类 体
系 建 设 、 垃 圾 收 集 车 辆 配 置 、
垃 圾 分 类 转 运 站 建 设 、 分 类 处
置等在内的一套完整体系，基本
实现了垃圾分类、循环利用的完
整闭环。

“十三五”期间，我市启动中
心城区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建设两年行动，改造垃圾
桶分类投放点位 9600 多个，新改
建垃圾房 800 多座。同时，中心

城区 6 座中大型分类转运站加速
建设并如期投运，取代了曾经 22
座小型转运站，让生活垃圾转运
更为流畅、环保。

在建设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设
施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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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各区
县 （市） 均已建成两种及以上生
活 垃 圾 处 置 设 施 。 据 预 计 ， 到
2020 年底，我市将实现生活垃圾
零填埋，届时全宁波将拥有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共 14 座，其中
焚烧厂 8 座、餐厨 （厨余） 厂 6
座 ， 分 散 式 就 地 处 置 设 施 （餐
厨、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机、阳光
堆肥房） 共计 250 余处，总处理
能力可达 470 吨/日。

■全程分类 设施争速

作为率先提出“以法治引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
之一，宁波利用世行项目开展垃
圾收费机制研究，一套垃圾处理
全成本覆盖、计量收费的机制初
见雏形，为我市下阶段制定垃圾
分类收费机制提供了基础。2019
年 10 月，《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正式施行，同样为垃
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尤
其是为垃圾分类收费和垃圾分类
奖惩提供了法律依据。

伴随着条例的起草与制定，
政府及相关部门同步研究条例配
套制度，着力打造垃圾分类“1+
X”政策标准体系，先后出台了
18 项配套政策。同时结合实际情
况和需求，发布了定时定点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设施配置和维护
等标准规范和技术指南，基本涵
盖了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过
程，扎实推进了长效管理机制，
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实际效果。

■制度引路 条例护航

物 联 网 、 大 数 据 、“ 互 联
网+”⋯⋯时常成为产业发展新风
口的种种新技术，同样也是推动垃
圾 分 类 工 作 的 新 “ 引 擎 ”。 在 宁
波，分类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浪潮正
在加速推进。

垃圾溯源既是垃圾分类工作的
难点，也是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方
向。眼下，宁波已通过互联网、手
机扫码等手段，实现了垃圾分类质
量的源头追溯，有效推动居民生活
垃圾精准分类。

在检查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质量
时，工作人员将结合网上智慧城市
管理系统，利用手机扫描厨余垃圾
袋上的二维码，对居民投放的厨余
垃圾质量进行追溯。通过对质量不
达标的居民进行上门指导，能有效
拔除社区、小区内的分类“钉子
户”，并提升入户指导的针对性和
精准度。未来，这一思路也将继续

在宁波世行生活垃圾分类二期项目
中得到延续、改善和加强。

另一方面，我市依托“搭把
手”回收平台，解决垃圾回收的“最
后一公里”难题，切实提高居民垃圾
回收利用效率。通过智慧城市管理
系统与“搭把手”平台的合作，我市
建立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两网
融合”的“宁波模式”，不仅打通了线
上线下全品类回收行业生态圈，更
实现了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兜底回
收，让垃圾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此外，我市积极推动 PPP 模式
与世行贷款相结合，引入社会资本，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更上一层楼。其
中，宁波市厨余垃圾处理厂项目就
是 PPP 模式与世行贷款合作的成
果，其两阶段设计招标均为国内PPP
模式应用的首创，被国家财政部和
国家发改委列为第二批 PPP 示范项
目，并得到了住建部的高度认可。

■数字赋能 技术增效

撤 桶 并 点 、 桶 边 督 导 、“ 三
桶”行动、贴桶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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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创新建立四色榜单考核机
制。通过对乡镇 （街道） 及党政机
关、农贸市场、商场 （超市） 等公
共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将其垃圾分
类成效用绿、蓝、黄、红四种颜色
排序，并将排名结果向市民公示。

同时，我市积极开展生活垃圾
源头提质专项行动。“贴桶”行动
中，工作人员将对居民小区分类质
量低于 70%的厨余垃圾桶张贴“红
色告知单”，按其他垃圾收运，并
将该小区列入不合格小区名单。截
至 11 月底，我市厨余垃圾分类质
量合格小区占比，已从年初的 30%

提升至 90%，有机物含量从 36%提
高至 80%以上。中心城区“确桶净
桶消桶”三桶行动开展以来，我市
已完成中心城区 1000 多条道路的

“消桶”工作，沿街店铺垃圾桶精
准分类上升至 95.6%。

此外，我市还以垃圾分类双百
示范创建工作为契机，以街道为单
位，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全
覆盖，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全覆盖，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系统全覆盖等要求，积极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活动。
目前，我市已累计创成省级高标准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540 个、示范片
区 22 个、定时定点商业街 50 条、
定时定点居住小区 510 个，创建市
级 示 范 小 区 1200 个 ， 示 范 单 位

（学校） 1200 余家。

■源头提质 因地制宜

为做好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的施行工作，我市全面
加大专项执法力度，积极探索垃圾
分类“非接触性执法”，完善执法
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执法进小区。

属地行政执法中队的执法队员
与社区进行结对联系，先由社区列
举源头分类质量较差的小区，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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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
据统计，《宁波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 实施一年来，我市累
计开展各类执法检查 19.1 万次，教
育 劝 导 14.2 万 次 ， 书 面 整 改 近
13000 起，处罚个人 3000 多起、单
位 1400 多起，处罚金额近 80 万元。

此外，我市坚持以强化信用建
设为导向，进一步提高了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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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考核扣分依据和以后招投标的扣
分项。对于在职党员、公职人员，
行政处罚信息将被通报至其所在单
位，一般居民则通过社区公示栏予
以曝光批评。

为鼓励市民主动投身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我市形成了一套以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社会服务代替处
罚的体系，违法当事人将深入社
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同
开展桶边督导，在社会服务中体会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执法介入 严抓落实

利用报纸、电视、电台、新媒
体等“大屏小屏”加大宣传引导力
度；编制垃圾分类幼儿读本、小学
读本、初高中读本；推进环保教育
展 厅 建 设 ， 创 建 中 小 学 研 学 基
地，打造精品线路；成立一个集
垃 圾 分 类 教 育 培 训 、 宣 传 策 划 、
理论研究等于一体的垃圾分类学
院⋯⋯我市的诸多举措，为全国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贡献
了“宁波智慧”。

五 年 来 累 计 开 展 各 类 培 训
8000 多 场 ， 受 众 超 过 60 余 万 人
次。其中，专门成立宁波垃圾分类
学院，采用访学、研学、讲师团下
基层宣讲等多种形式，给不同群体
提供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的教
育培训服务。据统计，截至目前，
垃圾分类学院共举办线下专业培训
140 余 场 ， 累 计 培 训 2.5 万 人 次 ，

线上培训人群超过 2 万人次。
同时，我市还设立了全国首个

垃圾分类公益基金，用于垃圾分类
项目持续稳定开展，目前募集资金
总额已累计达 400 多万元。今年，
我市启动了首届垃圾分类公益基金
项目创投，30 个项目覆盖 10 个区
县 （市），让更多贴合当地的优秀
做法拥有成长的空间。

各类品牌活动深入人心。“全
民行动日”通过全城联动、全民狂
欢、全域覆盖等元素，将垃圾分类
映入城市记忆；“阿拉来分类”挑
战赛每年吸引不同行业的不同群体
前来参与，寓教于乐；“垃圾去哪
儿了”公益环保考察获得 2017 年
全 国 人 居 环 境 范 例 奖 ；“ 小 宝 贝
大行动”垃圾分类幼儿教学模式获
得 2018 年国际固协颁发的沟通宣
传大奖。

■多屏宣传 全龄参与

““垃圾去哪儿了垃圾去哪儿了””公益环保考察活动公益环保考察活动

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志愿者开展桶边督导工作志愿者开展桶边督导工作

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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