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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

评选“生活垃圾分类之星”。

老街街道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2022年春季“开学第一课”——垃圾分类进课堂。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加快建设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漯河生态文明漯河

——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纪实

■文/何 申 版式/付广亚

2021年11月10日，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试运行期间首次并网发电成功。

我市召开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会。

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进社区。

小朋友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本版图片由漯河市城市管理局提供

生活垃圾分类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关
系着节约使用资源，关系着城市精细化管理，是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
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
类制度。近年来，随着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推
进，生活垃圾原先粗放式的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方式
越来越不适应当下的形势，新修订的《河南省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今日起正式施
行。该《办法》的出台，对于引导和督促社会各方落实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建设美丽河南将发挥重要作用。

市委、市政府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高度重视。2019
年，我市出台了《2019年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实施方
案》，当年完成了4万户覆盖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至今，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
党建引领、部门协作、示范带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
深入推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过全市上下共同
努力，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可度大幅度提升，试点
区域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100%、参与率80%，活
跃用户接近60%。全市中小学校和公共机构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河南日报》、
《漯河日报》等主流媒体相继转载生活垃圾分类“老街经
验”，在全市上下营造了关注人居环境、关心生活垃圾分
类的良好氛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
果。

完善体制机制，部门合力推动。我市成立由市长任
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负责协调各区、各部门统筹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区也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
责任清单和责任主体，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市长秦保强
相继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市政府常务会研究我市未来
五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思路及工作计划，明确各县
区为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主体，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
类”的原则，将市委宣传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邮政管理局、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以
及临颍县、舞阳县增补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我市通过
召开工作推进会、联席会，建微信工作群、制订月工作台
账，明确任务、通力协作，构建了“市级为统领、全市一盘
棋，县区为主体、部门齐发力”的工作格局。

注重规划引领，确保科学实施。相继出台《2019年
漯河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试点实施方案》《2020年漯
河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市委书记刘
尚进提出的“三个结合、两个衔接”理念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力
量、资源向社区下沉，以基层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干
部、志愿者、退休党员等深入小区开展宣传活动，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让群众充分认识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创文工作相结合，
在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公共机构按标准设置分类垃圾
箱（桶），张贴或印制醒目的分类标识，每个施工围挡都
有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版面；在市区设置了100个生活垃
圾分类专题宣传栏，实现生活垃圾分类与文明创建深度
融合。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相
结合，将全市18个乡（镇、街道）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管
理员既是宣传员也是指导员，日常巡查期间引导居民、
商户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外包服务企业
与物业公司的衔接，各区环卫部门牵头，协调街道、外包
服务企业、物业公司等共同做好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
置、宣传以及垃圾清运等工作。源汇区老街街道服务企
业雇用物业公司保安、保洁为兼职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
取得了良好效果。做好与环卫市场化改革的衔接。各区
积极探索“政府+企业”模式，引进专业企业共同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其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采取“垃圾分类+
市场化”模式，辖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和清扫保洁业

务由同一家公司负责，并同步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近期，市政府又与河南城发环境达成“双碳”战略合
作意向。2021年，我市将生活垃圾分类、环卫设施、垃圾
处理等工作编入漯河市城市管理“十四五”规划，明确每
一年度工作目标。2021年8月市政府出台了《漯河市进
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将2021年～
2025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分为“全面推开”和“巩固提升”
两个阶段，制订了不同阶段各项工作落实措施，确定了我
市“十四五”期间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

推进专项立法，强化制度保障。市人大常委会2020
年就将《漯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列为年度立法调
研计划，2021年又将其升格为《漯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并纳入立法项目库；组织人员到其他地市进行专题
调研，完成了立法调研报告，下一步将按计划出台。为科
学布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市城管局出台了《漯河市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规范》《关于进一步加强区管
道路、背街小巷（城中村）分类果皮箱和垃圾桶设置的通
知》《漯河市新建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管理办
法》，明确要求在小区设计之初就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预留场地。目前，以上方案已经纳入规划设计方案审
核内容。

加大资金投入，推动政企合作。生活垃圾分类实
施以来，我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理念，采取“政
府+企业”模式，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运作，相
继引进城发环境、依依不舍、聚力环保等多家生活垃圾分
类资源回收公司进驻各区开展资源回收、入户宣传、积分
兑换等活动。2019年以来，市、区两级财政已累计投入
1500余万元专项资金；2021年至2025年，市、区两级财
政每年将会投入1000万元用于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市城管局也出台了《漯河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考核办法》，建立了对各区及服务企业的考核机制，抽调
专人成立督导组，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指导、督促各区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拨付奖补资
金的依据，确保资金高效使用。

强化宣传引导，狠抓示范带动。一是舆论引导。利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漯河日报》等广泛宣传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发放宣传手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竞
赛以及“资源回收日”、“城管体验日”等活动，团市委、市
妇联多次组织青年团体、妇女群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
题活动。二是政府引领。组织召开了全市公共机构生
活垃圾分类培训会，制订了《漯河市公共机构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下发了《关于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通知》，与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工作相结合，将生
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纳入各县区、各单位专项考核内
容。三是示范带动。2020年，市政府确定老街街道为全
市首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针对专业化小区，老街
街道采取“生活垃圾分类+物业服务”模式，投放10台智
能分类设备，将小区保安发展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员，
指导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为居民建立“绿色账户”进
行积分。居民可以通过“聚力环保”APP直接提现到手
机，非常方便。针对“三无”小区老年人多且不会操作智
能手机等特点，他们采取“生活垃圾分类+社区”模式，每
周定时定点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公示回收时间、地
点、类别、价格和服务承诺内容，由社区充分发动辖区志
愿者，组建环保志愿服务队伍，入户动员居民积极参
与。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一条街”创建活动，建设2
座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24小时服务站，覆盖周边市场、
商店、居民区等，为居民提供便利、规范的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每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之星”评选活动，已评选
出“生活垃圾分类之星”50名。

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处理能力。2021年9月，我市
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改造100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当年
年底已全部改造完成。2021年10月10日，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并点火试运行成功，日焚烧能力1500
吨。投资近4000万元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正在抓紧推
进，实施方案已通过市政府批准，预计今年6月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