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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从分类到处置
记者 孙妙鸿 唐正飞 实习生 朱康华

“‘前端分类，后端转运一锅烩’的现
象，影响居民接受和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 ”在香溪社区居民张文远看来，垃圾分
类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既要有前期的宣传
引导， 提升居民主动实行垃圾分类意识，
又要加大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和人员的保
障，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在安康，虽然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
做了大量有益探索， 但仍处在起步阶段，
涉及的前端人们生活理念的转变、生活习
惯的养成，中端的分类收运，末端的分类
处置等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在安康城区公共场所、住宅小区，随处可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等宣传标
语，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在固定位置上，垃圾分类投放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习惯，逐渐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既是关键小事，又是民生大事。 为推
动垃圾分类，我市先后印发了《安康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20-

2025 年）》《安康中心城市 2021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安康中心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通知》等系
列文件，并自去年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以点带面，引向深入。

一场关于垃圾分类的“战役”，悄悄打响。

“目前，辖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提高了，不像以前大包
小包都塞进一个桶里，现在会进行分类。 同时对垃圾分类的
态度也从原来的无所谓变得慢慢认同、接受，也会去给身边
的人宣传。 ”汉滨区新城办香溪社区党总支书记罗兰平说。

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后，香溪社区确定垃圾分类专员，配
备专管联络员，划分区域模块，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实
行专人专区定时定点包干，确保责任到岗。 并将垃圾分类工
作纳入社区日常检查内容，每月对辖区单位（家属院）、小区、
宾馆酒店、学校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并实行通
报评比，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建设落到实处。

香溪社区与老城街办西大社区、江北街办前张岭社区、
县河镇牛岭社区等一起，列入汉滨区垃圾分类示范点。 建设
启动以来，各示范点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试点
行动。

距离中心城区 9 公里的牛岭社区，是汉滨区唯一一个农

村垃圾分类试点，探索“红色”+“绿色”垃圾分类模式，通过
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
作用。 以辖区旅游资源为支点，加大对游客、群众的宣传引
导，先后成立党员、群众垃圾分类投放志愿服务小队，通过人
性化服务带动精细化管理，精准引导投放，提高游客、群众垃
圾分类的参与度和精准投放率。

除了社区，一些单位也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走进汉滨区幼儿园， 随处可见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展

板。该园老师郑玉介绍：“全园 15 个班，每个班都设置有垃圾
分类专题角， 每学期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每
周一围绕垃圾分类的意义、如何分类、处理办法和注意事项
等定期开展活动。 并利用走廊设置垃圾分类专题区，制作垃
圾分类户外展板，通过微信公众号和交流群，以“小手拉大手
的形式”，带动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 ”

安康中心城区在完成垃圾分类试点后，连点成线，以点
带面， 推动城区公共场所和 338 个无物业居民小区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

在推进中，中心城区把火车站 、汽车站 、图书馆 、影剧
院、公园、广场、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医院等公共场所生活
垃圾分类作为推进重点，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节约资源，遵
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加强公共场所垃圾分类
宣传，扩大宣传广角，按照“四分类”标准配足配齐分类投放
设施，充分发挥公共场所的宣传带动作用。 同时，利用“小手
拉大手”，持续做好中心城区 109 所学校的垃圾分类，通过
学校广播、黑板报、班会课、展板等方式持续深入开展校园

宣传。 同时，按照生活垃圾“四分法”要求和标准，提升改造
现有垃圾分类收集点、转运站、压缩站等，保证功能满足分
类要求。 收集点内桶、箱、房等设施统一标志标识，各类垃圾
收运车辆基本满足当前分类需求， 运输车辆规范完成颜色
和标识更换。

在推进措施上，将任务细化分解 ，形成 “一把手 ”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力求做到各司其职，齐抓
共管，相互配合。 因地制宜充分调动社区资源，选派有责任
心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群体组建督导管理小组，加强宣传
引导，提高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建立分类管理制度，
配备 分类设施、分类指导员、引导员，建立工作台账。

在汉滨区老城办大北社区、晏坝镇、双龙镇等，我市建
成 10 个危险废物回收试点，回收的废电池、废灯管、废电子
产品等危险废物按规定分类分区贮存， 并安排专人负责定
时回收，最后统一交由有资质单位转运处置。

加大垃圾末端处理建设，是加快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
化、资源化进程的关键。 我市完善有害垃圾、生活垃圾、餐厨
垃圾处理，规范收运，逐步提升末端处理能力。

汉滨区积极推进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目前累计完成
各项审批手续 40 项，项目规划审批、用地征迁，进厂临时道
路、用水、用电，施工图设计等准备工作全面推进。拟新建 10

万吨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目前正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手续。 针对可回收垃圾，拟确定一批有规模、有资质的大中
型回收站进行规范， 统一标识标志后作为可回收物的处理
站点，确保我市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处置规范运行。

除了推进末端建设外，中心城区还规范垃圾收运，中心
城市共有 3 座垃圾转运站，23 辆垃圾压缩车，日处理垃圾
约 500 吨，通过不断优化清运作业的方式方法，实现了城
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11 示范引领，迈出垃圾分类一小步

22 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垃圾分类全覆盖

44 垃圾分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 加大建设，稳步提升末端处置能力

相较于城市，农村推行垃圾分类难点更多。农村地域广
阔，村民居住分散，专职人员少，设备配套投入大，缺乏长期
宣讲监督，效果巩固周期长……

有关部门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市垃圾分类部门相互
协作不够，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主要由城管部门推动，城
区内垃圾收集主要由街道、社区、物业等有关单位负责，垃
圾清运、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再生资源利用由商务部
门负责，有害垃圾由环保部门负责，医疗垃圾由环保和卫健
部门负责，垃圾源头减量由市场监管、发改等部门负责，垃
圾分类经费保障及分类收运处置运行所需经费由财政部门
负责。因涉及部门较多，整合部门资源，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 才能保障垃圾分类有序推进。 其次设施滞
后，无法满足处置需求。 目前，安康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主

要采用卫生填埋方式，有害垃圾处置尚未建设，厨余垃圾处
理能力仅占城区餐厨垃圾日产量的 8%，其余全部卫生填埋
处置，加大了填埋场渗滤液处理难度和费用。 大件垃圾、装
修垃圾、绿化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尚属空白，无法满足分类处
置需求等。

编后：垃圾分类工作是系统工程，贯穿于源头分类、过
程分类、收集运输、资源利用和末端处理等多个环节。 末端
的处置方式决定了前端的分类方式， 而前端的分类结果又
直接影响着末端的处置效果，其环环相扣、步步相连。因此，
探索建立系统的运行机制，加大前端的引导和末端建设，畅
通垃圾分类的脉络，才能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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