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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对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查处,截至目前，全省共

处罚11.5 万多起，罚款

金额2080 多万元。

罚罚

全省共建有餐厨垃圾处理

设施 40 座，今年还将

开工建设25 座设施，到

今年底可实现餐厨垃圾处

理设施县县全覆盖。

易腐垃圾处理量约874980 吨，同比增

长3.73%。

建成省级

示范小区1324 个

示范片区72 个

分拣中心144 个 回收站6172 个

全省共建设

目前我省其他垃圾处置主要
以焚烧为主，共建成焚烧厂

56 座 、 处 理 能 力

62410 吨/日，基本满

足需要，今年还将新增处理

设施3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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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7月份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同比下降6.48%，资源化利用率已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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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正式发布一年来

全省城镇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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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家住桐庐凤川街道凤栖社区桐

城府小区的居民在投放垃圾后，积分不再需

要携卡敲章，只需要手机扫码或者市民卡刷

卡。“以前要拿一张垃圾分类敲章卡，还经常

忘记带。现在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一下就可

以了，方便很多。”投放完垃圾，看到手机显示

增加了一个积分，居民贺富珍笑着说道。

桐城府是桐庐十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之

一，从8月初开始，小区内的垃圾厢房统一安

装了“四色文明花”积分小程序系统。这套系

统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查询知识库、积分查

询、志愿者预约等服务。居民投放垃圾后可

通过扫家庭码或市民卡收获积分，督导员确

认后，积分会累积到个人账户，也方便小孩、

老人年使用。

“小程序一上线就特别受欢迎，目前小区

已有170户居民使用。”凤川街道凤栖社区书

记许斐介绍，“垃圾分类意识是需要逐步培养

的，小程序的上线让居民面对‘垃圾分类’更

便利，也能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除了积分功能外，凤川街道还将开发易

腐垃圾回收车载系统称重系统、后端处理系

统等，为下一步垃圾分类工作提供辅助决策

依据，形成垃圾分类的闭环体系。

本报通讯员 叶芬 林良君

8 月 21 日，《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标

准》正式发布满一周年了。

作为全国第一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省级标

准，《标准》明确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和分类处置操作规范。

一年来，全省各地用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

细化管理，突破堵点难点，持续发力，做好垃圾

分类大文章。这一年，从一听到要垃圾分类就

头大，到家里添置分类垃圾桶，每天上下班定点

去倒垃圾；从民间智慧到智能设备频频亮相；大

家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

越深，无论大街小巷还是居民小区，垃圾桶少

了，城市环境更加整洁有序。

一系列的变化，从浙江省垃圾分类办公室

的数据可见一斑。截至目前全省城镇垃圾分类

覆盖面达到 95%，建成省级示范小区 1324 个、

示范片区 72 个。因为分类细致、质量有保障，

分出的垃圾得到了更高效的资源化利用，全省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已达90％。

垃圾分类实效显著提升，今年 1-7 月，全

省生活垃圾产生量同比下降 6.48%,易腐垃圾

处理量约 874980 吨，同比增长 3.73%。湖州、

嘉兴、舟山已提前实现“零填埋”。

末端分类处置更到位。目前，全省共建有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40 座，今年还将开工建设

25座设施，到今年底将实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县

县全覆盖。依托技术创新，易腐垃圾变废为宝不

再是难事，通过“厌氧发酵”“好氧堆肥”“黑水虻”

和“微生物快速成肥”等方式，垃圾被用于沼气发

电、转化为有机肥料，用于还田改良土壤等。

为进一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浙江全

面推行城乡环卫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两网融

合”，全省共建设分拣中心 144 个、回收站 6172

个，并通过市场化、智能化手段，以 APP 线上预

约、线下回收，智能回收箱等方式，有效促进资

源回收利用，培育回收骨干企业200多家。

此外，在注重正向激励的同时，处罚力度也

不断加大，依法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不到位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对负面典型及时进行曝

光，目前全省共处罚 11.5 万多起，罚款金额

2080多万元。

省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分类是一

场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浙江将对

照更高标准，紧盯“零增长、零填埋”两个目标，

加快设施建设，突出源头减量，重点在禁塑、限

塑、易腐垃圾处理技术及有机肥资源化利用等

方面破题，着力提升垃圾治理科技化、智能化水

平，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城乡一体化。

创新推出分类小程序

扫码投放垃圾
市民卡刷积分

本报记者 胡芸 通讯员 柳军

“我们在家里就把垃圾分好类，现在做

起来也不难。”家住杭州富阳银湖街道野风山

小区的陈女士，如今每天晚饭过后，都会定点

投放垃圾。

近年来，富阳将垃圾分类作为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重要抓手，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为目标，垃圾分类基本形成组织闭环、模式

闭环、机制闭环、分类闭环、督查执法闭环，城

乡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富阳把以“撤桶并点”“定时定点”为主要内

容的“两点法”作为垃圾分类主攻方向。目前，仅

封闭式小区投放点就从原有的3910个减少到

306个，农村居住区投放点也减少到原有的约1/

10。同时，乡镇（街道）还专门招聘专管员作为第

三级点长，负责投放点开放时段的值守、检查、指

导等工作。眼下，“两点法”和“点长制”已覆盖富

阳城镇小区、农村居住区、沿街商铺和机关单位，

覆盖区域垃圾分类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

有监督，才能有鞭策。今年，富阳开启了

垃圾分类互查互纠新模式。区分类督察人员

和24个乡镇（街道）垃圾分类负责人组成检查

小组，现场随机抽签决定被检查的行政村进

行检查，并对结果进行排名公示。今年上半

年，富阳在检查中发现问题 3000 余处，有效

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改进提升。

本报通讯员 王秒春

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

“两点法”“点长制”
覆盖城乡

富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