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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郑健 

近年来,崇明紧紧围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总要求,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全覆盖,并持续在“全覆盖

､ 全流程､ 全提升”三个方面全面巩固和质量提升,不断提升垃圾分类水平,助力建设美丽家园｡  

一､基本做法 

2018年8月,崇明调查队开展了涵盖崇明全部18个乡镇的269个村和78个居委会的问卷调查,有效调查对象共3853名｡调查显

示,崇明居民对垃圾分类开展情况总体满意,满意度得分91.94分,社区普遍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居民的接受程度很高,99.2%的

居民愿意开展垃圾分类,99.9%的居民能不同程度做到垃圾分类｡ 

(一)坚持“全域覆盖”,因地制宜分区分类 

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建立城乡一体而又有区别的分类管理模式｡农村地区全面推广“户分户投､村收村拣､镇运镇

处”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管理模式｡城镇住宅小区,有序撤走楼道原有垃圾桶,按小区规模合理划定投放点,配置环卫专

员和志愿者驻点指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不分类不清运”强制措施,全区269个行政村､129个小区､1600多家企事业单位､

5200多家沿街商户已全面签订承诺书｡当时调查显示,仅有不到2%的居民反映小区没有全面开展垃圾分类｡ 

(二)坚持“全面处置”,优化硬件配套 

财政累计投入2.83亿元,建成运行镇级湿垃圾集中处理站21座､村级湿垃圾处理点52个,新改建垃圾分类暂存点623个､餐厨

垃圾转运点18个,配置湿垃圾专项收集车､运输车1300多辆,配发分类垃圾桶､转运桶70万只｡构建“一户两桶”“—村一点”“—

镇一站”“村村有车”的设施体系,就近就地处置,基本实现湿垃圾“不出镇”｡加快建筑装潢垃圾､餐厨垃圾､集贸菜场垃圾等

“大分流”体系建设,全区建成并投运322个再生资源服务点､18座再生资源中转站和1座区级集散场,基本完成崇明危废焚烧处

理厂改建,加快推进6座建筑垃圾中转站项目建设｡目前,全区湿垃圾处理总量达到2.7万吨,日均处理湿垃圾达到150吨,减量率达

到25%左右｡ 

(三)坚持“全程分类”,规范流程管理 

分类收运环节,强调作业规范､日产日清｡明确区分干､湿垃圾运输车辆,将分类垃圾分别装走,让居民眼见为实｡分类处置环

节,湿垃圾进入“分拣破碎压榨脱水加菌种高温发酵有机肥”循环处理系统;千垃圾经中转压缩后至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利

用中心处置;建筑垃圾和大件垃圾实现镇运输､区级托底处置｡目前,全区生活垃圾总量比原先减少了三分之一,垃圾总体资源化

利用率,从去年的27%迅速提升到80%左右｡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小区能够做到完全分类运输或部分分类运输,尚有极个别小区还未

完全做到｡其中分四类(干､湿､有毒有害､可回收)的占67.6%;分三类(干､湿和有毒有害)的占11.1%;分两类(可回收､不可回收)的

占18.9%｡ 

(四)坚持“全面参与”,实现“行为自觉” 

坚持群众唱主角,从最初的“被动参与者”,到认识自觉的“主动配合者”,再到行动自觉的“主动参与者”｡一是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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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大员”(收运作业人员和分类收集人员)为重点,进行专业化技能操作培训,实行专门考核和持证上岗,打造垃圾分类主力

军｡二是宣传引导｡一方面注重典型示范引领,要求广大党员切实发挥“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作用｡同时发动社会力量,

组建庞大志愿者队伍,采用舞台戏巡演､垃圾分类歌曲传唱､小喇叭走村串户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另一方面,注重“小

手牵大手”,在全市率先编写垃圾分类教材,并在全区各中小学使用,抓早抓小,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

个社区”的良性互动局面,全区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均达到95%以上｡三是常态管理｡建立了区､乡镇､村居三级评估考核制度,结

果纳入各乡镇年度绩效考核｡开展荣誉激励｡区政府每年划拨2700多万专项资金,作为优秀村居奖励补贴资金,激励先进,鞭策后

进｡调查显示,在实际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表示“总能做到”垃圾分类投放,近30%的居民表示“大多数时候能做到”,小

部分表示“偶尔能做到”｡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崇明垃圾分类实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居民垃圾分类自觉性还不够强 

调查显示,在垃圾分类的困难中,有83.4%的居民选择了此项,是居民认为最主要的困难｡居民垃圾分类的愿意强烈,但实际生

活中却不能完全做到,个别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物业或保洁员的事,垃圾分类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个人文明

素质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垃圾分类设施还不够完善 

在垃圾分类的困难中,有49.9%的居民选择了此项｡一是湿垃圾处理能力不足｡湿垃圾处理点数量偏少,处理手段较为单一｡二

是生活垃圾收运设施陈旧｡收集车和运输车普遍存在着陈旧老化､损坏率高的情况,部分乡镇由于缺乏资金,收集车､运输车等都

不能按标准配置｡ 

(三)客观约束力欠缺 

有59.9%的居民选择“垃圾分类主要靠居民个人自觉和辅助分类人员”｡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如法律､行政执法等客观约束

力,使部分人存在的怕麻烦的惰性､不愿分类的陋习等一时难以有效转变｡ 

三､几点建议 

(一)对居民的建议 

调查显示,77.8%的调查对象认为居民自身对于垃圾分类应发挥主要作用,表现出强烈的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需要每一个

公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每一个公民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素质,将垃圾分类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要克服惰性､克服困难,从

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政府和社区应加强引导和约束,推动意愿向行动的转化,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二)对小区的建议 

调查显示,对于垃圾分类应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57.6%的选择了保洁员,44.0%的选择了居委会,34.2%的选择了物业,这些都

是小区相关主体｡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的直接管理者和实施者,一是要居委会和物业加强联动,切实落实好相关垃圾分类政策,齐心

协力提升垃圾分类工作;二是要继续加强宣传,强化居民认知;三是完善辅助分类人员管理,配足人员､加强培训,确保垃圾分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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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正常开展､有力开展｡ 

(三)对政府的建议 

作为垃圾分类的主要推动者,政府的责任重大,需要持之以恒｡一是完善垃圾分类系统,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建立分类收运处

置系统,保障垃圾分类后妥善分类收运和处理,完善设施,补齐短板｡二是加强对宣传薄弱环节的宣传力度,提高电视､广播､报纸

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效果,充分运用微信､网络等新媒体宣传手段｡三是废品回收,扩大废旧商品回收网点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和完

善各类可回收物的收集和处置渠道｡四是完善政策法规,出台垃圾分类相关法律,并可进一步进行执法,加强垃圾分类的客观约束

力｡除此之外,还有督促企业清洁生产､开展科普宣传､组织志愿者､开展家政培训等各方面｡最后,从长远计,应校园联动,加强学

校对垃圾分类的教育,把垃圾分类编写进中小学生教材,从少年儿童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崇明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