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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以湖州市为例 

朱於 

近年来，湖州市围绕争当践行“两山”理念样板地、模范生，大力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逐步形成常态化、长效

化机制。2017年 6月，住建部发布全国首批百个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点，湖州市德清县和安吉县入选。

安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余村模式”“上墅模式”以及德清的“乾元模式”等，不仅助推了美丽乡村的建设，更

为城市垃圾分类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一、湖州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典型做法 

（一）德清县“一把扫帚扫到底”，构建“三位一体”治理框架 

1.以点带面，基层部门发挥有效引导作用 

自 2017年 5月以来，乾元镇幸福村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考核，着力打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样板村。一是成立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小组，在选好专职管理人员的基础上配强保障力量，全流程、全方位实时跟进掌握垃圾分类情况，同时组建生活

垃圾分类指导员、志愿者和监督员三支队伍，确保垃圾准确投放。二是夯实节点建设基础，以“文”化人。全村共绘制 18处宣

传点和墙绘，在村主干道上普及垃圾分类。三是注重依托妇女小组长、党员等多方监督力量，并结合美丽庭院评比，对每家每

户进行综合评分，进一步培养村民自觉分类习惯。 

2.以奖促治，社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作用 

一是联系到户，抓牢源头。志愿者和垃圾分类专职人员以入户宣传的形式分发垃圾分类传单和手册，确保每一户都做好登

记，有人指导。尤其在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初次区分上，确保高效精准分类。二是统一培训，全面掌握。通过互动游戏、有

奖竞答等多样化的形式，把垃圾分类知识引入每家每户。三是以奖促治，层层推进。建好垃圾分类幸福小屋积分兑换点及村小

卖部“积分兑换店”，根据每家每户厨余垃圾桶的积分情况和其他垃圾分类的加分项目进行评分，以每 10个积分抵 1元钱的方

法给予村民奖励。 

3.以废为宝，市场主体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针对回收后的垃圾，乾元镇生态资源化处理中心以生物发酵、焚烧发电等方式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垃

圾产出的肥料一部分会作为奖品分发给参与垃圾分类的村民，还有一部分用到绿化养护上，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村民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也实现了资源循环再利用，降低了治理成本。 

（二）安吉县“垃圾不落地”，打造“零垃圾”村庄 

1.一张蓝图绘到底，规划统筹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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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丰镇横溪坞村以“千万工程”为抓手，集中整治村庄环境，提出“垃圾袋装化”；2014 年实行“垃圾分类”，实现垃圾

减量 20%;2017 年争创美丽乡村精品村，响应“垃圾不落地”政策，将全村 56 个垃圾处理点放置的垃圾桶全部取缔，改为保洁

人员上门回收垃圾；2018 年吹响“垃圾不出村”的号角，全村日产垃圾量已由过去 1 吨减少到现在 100 公斤。横溪坞村用长达

15年的“垃圾革命”，一步步夯实了“零垃圾”村庄的基石。 

2.打造妇女队伍，实行网格化管理垃圾分类 

针对农村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群众参与度低、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横溪坞村在 8 个自然村各选出 1 名妇女代表和 1

名妇女队长，组建拥有 16名成员的“妇帮户”，经过相关知识培训后，对以村为单位划分的网格内 30至 50户不等的村民，走

村入户手把手教会村民垃圾精准分类、沿途减量。 

3.化茧成蝶，“蛹工坊”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 

横溪坞村借鉴日本上胜町小镇经验，在村内开设“蛹工坊”，以“回收资源再生”的创作理念，将废旧物品创作成艺术品，

融入村庄美化村庄。蛹工坊设置儿童手工区、原创区、展示区以及美术展示馆，用村民自制的花盆、吊灯、雕像、废旧物品展

示墙等手工艺品构成了村内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人们传递横溪坞村的环保理念。 

二、湖州市农村垃圾分类的治理经验 

在“一把扫帚扫到底”“垃圾不落地”等典型经验的推动落实下，德清县和安吉县均被评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并分别

于今年 7月和 9月，德清县莫干山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安吉县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增强社会公众凝聚力 

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特点，连点成片落实垃圾分类，既美化了村庄的生态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善了乡风文明。在“人

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的氛围中，只有全体社会公众都能将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生活的角角落落，才能留得住绿水青

山，留得住美丽乡愁。社会公众才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力军，作为公众当中的个体，首先需成为绿色生活方式

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才能成为最终的共享者。 

2.提升经济发展内驱力 

近年来，湖州积极秉承“两山”理念，先后建成市级美丽乡村 537个。在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的基础上，“小桥、流水、

人家、田趣”的江南水乡风景又得以重现。余村、鲁家村、劳岭村等更是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有效带动了高端民宿、农事体验等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优美的人居环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来到湖州休闲、定居和创业。据相关部门

统计，2018年湖州接待过夜游客人数 4448.6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5.1%，旅游景区门票收入 12亿元，同比增长 15.3%，由环境

改善释放出的生态红利正在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3.强化生态治理续航力 

垃圾分类是对城乡居民生活习惯的一场大革命。湖州在实施垃圾分类方面因时制宜、因村施策、因势而动，创造性地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垃圾分类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居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各县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考核监

督管理办法，并结合各村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倒逼村民进行垃圾精准分类，养成良好习惯。当前，全市农村垃圾已基本实现

源头分类全覆盖，分类知晓率、参与率、投放准确率稳步提升，垃圾分类已逐渐成为农村生活的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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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州市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启示与思考 

湖州市在生活垃圾处置能力实现全省领先的基础上，狠抓前端分类，实现了全市 845 个农村生活垃圾设施建设、源头全覆

盖。这对于在中心城区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具有良好的先行经验。 

1.党建引领，切实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作为人口密度大、流动性频繁的中心城区，可以以下辖各街道为单元逐级建立网格化的“单元治理”模式，实现“街道党

委（政府）、社区支部（居委会）、社区党员、单元楼长、居民”的垂直互联互动。结合“三站三定二进楼”为核心内容的制度

体系，强化社区党支部服务作用，密切社区党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居民最关心的垃圾分类内容和反映问题最多

的环节，各方面、全流程确保垃圾源头精准分类。 

2.培育环保组织，切实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效应 

当前，社会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由于相关专项管理条例、政策等的不配套不健全，大部分环保组织存在资金短缺、专业人

员配备不足等困境；同时由于缺乏相关专业技术指导，大部分环保组织也很难从其他公益组织中分离出来，这进一步减弱了环

保组织参与协同治理的影响力。因此，要积极按照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和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引导培育、规范管理环保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生态协同治理方面的作用。 

3.坚持全员参与，切实激发群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热情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突破点在于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过往的经验让人们意识到，对垃圾的粗放型处

理终将会危及到人类本身，个人在追求环境权益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因此，在全市层面应达成“开展垃圾分类，

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首先，让居民进行自我监督，在家庭生活中把产生的各类生活垃圾按照分类规定，做到源头

准确的分类以及投放。其次，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例如每户家庭每年度需参与到垃圾回收管理的过程中去，并主动承担宣传劝

导及对他人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监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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