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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从会议上了解到，10月1日之后，宁
波的垃圾分类，“强制”这一手将像上海一样硬。
要在深入宣传《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的同时，全面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通过严管严治
严罚，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特别
是要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明察暗访，督促公共单
位、住宿餐饮等服务机构严格遵守《条例》。对不
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不但要依法处罚，而且要
进行曝光“亮相”。

除此以外，《条例》执法将和个人征信系统挂
钩，执法记录将被记录至个人征信档案，不仅影
响个人的信用贷款，还将成为子女就业、个人升
迁的考量依据。

面对当前源头分类质量不高的难题，接下来

将精准施策，下大力气补齐分类质量这一最大短
板，加快推广“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桶边督导”，
配备专职督导员，实行单位、街道、社区分类投
放设施“实名制”，发动社区楼道长、党员干部、
志愿者等进行入户指导、桶边督导，促进市民源
头分类、精准投放。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

“政府购买服务”“物业主导”等方式方法，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同时我市将加快制定激励政策，持续推进基
于成果激励机制，鼓励探索“红黑榜”“绿色账户”

“环保档案”等激励制度；制定奖惩政策，积极推行
“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制定收费政策，出台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跨区域处理补偿机
制，全面促进源头减量，提升分类质量。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奕齐）昨天
上午，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
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会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绩效导向，坚
持全民动员、全域覆盖、全面推进，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家家
行动的生动局面，让城市更文明、环境更美丽、生
活更美好。

裘东耀主持会议，余红艺等出席会议。
郑栅洁指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既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顺应时
代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必然之举，现在
做正当其时，下决心刻不容缓，树新风意义重大。
各地各部门要雷厉风行、久久为功地抓，使之成为

宁波的新时尚。一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全市域统
筹布局，坚持规划引领，狠抓重点项目，全面提标
提质，加快形成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体
系。二要发动全民参与。创新形式载体，善于精准
引导，做好结合文章，强化舆论宣传，扎实开展垃
圾分类“十进”活动，使垃圾分类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三要健全处置体系。抓实前端、强化多元共治，
做实中端、杜绝混收混运，夯实末端、提高回收效
率，真正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置。四要强化制度保障。细化配套政
策，严格规范执法，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必依，推动
垃圾分类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

郑栅洁强调，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必须
严格落实“市级统筹、区县组织、街镇落实”的责
任体系。各区县（市）要严格履行属地责任，指导

督促街道（乡镇）、社区（村）抓实抓好工作。市级
各部门要把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切实完善政策、整合资源、强化保障。各级人
大、政协和群团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主动献计
出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先行，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要先做，为全社会作出示范、树立
榜样。

裘东耀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工作责
任，增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主动性；要全面完成
目标任务，扎实工作、积极作为；要全面完善分类
体系，重点完善设施体系、收运体系和“两网融合”
体系；要全面推动实践创新，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模式。

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市供销社、奉化区、宁海
县等4家单位在会上交流发言。

郑栅洁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让生活垃圾分类成为宁波新时尚

中心城区新创建872个达标小区
累计1281个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全部实现达标

今年底全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

垃圾分类走进江北实验小学垃圾分类走进江北实验小学

我市自2013年7月至今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已有 6 年多时间，在基
础设施建设、有效回收处置、动员群众
参与、制定政策制度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市民知晓率达93%，回收利用
率达 35%，资源化利用率达 85%，无害
化处置率达100%，去年在全省考核中
位居第 1，今年一季度在住建部对 46
个重点城市考核中位居第3，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果。

今年10月1日起，《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这为宁
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奠定了法治
基础，也形成了现实倒逼。这是记者从
昨天上午举行的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会上获悉的信息。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奕齐 文/摄

源头分类质量普遍不高

市生活垃圾分类办主任郑一平告诉记者，经
过6年多艰辛的夯实基础，宁波生活垃圾分类的
体系框架日渐清晰，但在细节方面依然还存在不
少短板、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是垃圾分类还没有全覆盖。据统计，目前
全市城镇范围内2182个居住小区，还有267个
没有开展，占 12%；全市 2483 个行政村，还有
816个没有开展，占32%。

二是源头分类质量还不理想。目前全市示范
小区、省级高标准小区只占小区总数7%，达标小
区只有30%，源头分类质量普遍不高。

三是分类处置设施还有短板。奉化、宁海和
象山三地焚烧厂还在抓紧建设中；餐厨（厨余）垃
圾处置设施，除中心城区和慈溪、余姚外，其他县
市还在建设和规划当中；装修、大件、园林绿化垃
圾分拣处置设施方面，普遍存在建设不规范、能
力不充足等问题。

四是分类收运体系还不完善。海曙、江北、镇
海、鄞州区分类设施收运车辆今年6月份基本到
位，其他区县市还有很大缺口。

五是齐抓共管氛围有待进一步形成。

未来强制分类将像上海一样严

在如何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方法上，会议从
“完善基础设施、发动全民参与、健全处置体系、
强化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对下步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

完善基础设施。到2020年底前，市餐厨垃圾
处理厂二期、市厨余垃圾处理厂二期基本建成。
2022年底前，中心城区和各县（市）分别建成园
林垃圾、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处置设施或协同处
置设施各1座以上；到2019年底，各地必须分别
建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1个（5万吨以上）以上。

会议强调，确保到2019年底，全市城镇生
活垃圾分类要实现全覆盖（其 中 居 住 小 区

2182 个），中心城区新创建872个达标小区，累
计 1281 个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全部实现达标，
到 2020 年底，全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基
本覆盖。

健全处置体系。要系统推进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使垃圾分类的
前端、中端、末端环环相扣、不出纰漏。

强化制度保障。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政
策，制定居民和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
法，建立差别化的垃圾收费机制，将“污染者使
用者付费，保护者节约者受益”的原则贯穿到垃
圾分类处理的全过程。

今年底全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