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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创新机制破解垃圾分类难题
瑞安市创新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科学的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以合作社模式破解“垃圾

分类谁来做”课题取得了较好成效，连续三年荣获

“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优胜县”称号。

深入调研，抽丝剥茧研究“垃圾分类为何难

分”问题。瑞安市自2015年开始探索农村垃圾

分类处理，在持续两个月对马屿镇梅屿垃圾中转

站进行蹲点调查后发现，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占

总重量50%—70%、可回收物占总重量5%左右，

而垃圾混合焚烧处理费用高、对环境危害大。相

比城市，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存在三个难题。一是

“没习惯分”。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充

分调动起来。二是“不知道分”。若参照城市垃

圾分类做法，垃圾名目繁多，操作难度太大，会把

垃圾混投，垃圾分类流于形式。三是“没经费

分”。农民居住分散，垃圾回收设施不集中，垃圾

收运和处理的成本明显高于城市，主要由县镇财

政补贴，资金投入有限，乡村保洁员工资和转运、

收贮、分拣等费用，没有长效保障机制。

创新组织，以合作社模式破解“垃圾分类谁

来做”问题。一是“一支队伍”干到底，建立环环

相扣的运维队伍。2020年4月，借鉴拓展农村合

作“三位一体”先行先试优势，率先在桐浦镇组建

桐洁垃圾合作社，至2023年实现10个乡镇全覆

盖，服务覆盖220个村社42万村民，分别占10个

涉农乡镇村总数和常住人口的 90%和 84%。根

据“一站一社一站长”原则，合理配备村级分拣

员、处理站站长和合作社负责人。每村1-2名分

拣员，负责所在村垃圾分类的“讲、拣、运、评”四

项工作（负责入户宣传、二次分拣、分类运输以及

对农户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考评和监督）；处理站

站长负责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并对

各村垃圾分类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价；合作社负责

人做好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二是“一套设备”

建到底，布局工艺先进的处理终端。以易腐垃圾

就近发酵处理为核心目标，根据人口分布密度建

成分类处理站17座、阳光堆肥房2处，配备易腐

垃圾快速成肥机19台、粉碎压榨机1台，日处理

能力75吨，基本满足近期处理需求；同时建成垃

圾分类主题公园一处、易腐垃圾二次发酵有机肥

厂2座，年处理能力1.2万吨。三是“一句方言”

讲到底，推广贴近生活的宣传方案。以农民喜闻

乐见的方言顺口溜、三句半、瑞安鼓词、文艺演出

等方式开展宣传，因地制宜将“易腐垃圾”改称为

“可烂垃圾”，将四分法简化为两分法，让村民易

懂易分、印象深刻，重点讲清楚垃圾混合焚烧对

环境造成的危害，提高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自信

心和责任感。分拣员还通过奖励洗洁精、围裙、

拖把、扫把等日常保洁用品，提高农户的积极性

和自觉性。

健全机制，以科学的考核机制破解“垃圾分

类怎么做”问题。一是“一张表格”督到底，建立

系统规范的考核机制。出台《瑞安市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村建设细则》，聚焦分类处理站建设

管理、合理选择处理工艺和设备设施、精准配置

分类垃圾桶、落实专业服务队伍并明确职责、建

立完善监管机制、强化宣传教育等六方面，指导

乡镇（街道）和村级系统化推进垃圾分类体系建

设，通过“户与户比、村与村比、镇与镇比”三级竞

比机制，对考核结果优秀、良好、合格的村分别按

每人每年100元、80元、60元的测算奖补资金，由

乡镇（街道）统筹用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日常

运维、宣传、奖励，2023 年共支出近 2400 万元。

二是“一种方案”分到底，制定奋勇争先的分配机

制。按照“劳动合作社”模式，制定“多劳多得”和

“优劳多得”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即合作社收

入减去水电费等运维成本后，60%作为“基础报

酬”根据村社常住人口比例分配，40%作为“绩效

报酬”根据各村垃圾分类考核的积分（结合易腐

垃圾含水量、杂质成分等因素结算）比例分配。

由宣传员兼任分拣员，严格考核监督，根据生活

垃圾分类实际成效发放报酬和奖金，充分激发社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注重在源头

上下功夫，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盯组盯户，通过

入户拉家常、方言顺口溜两分法宣传、小礼品赠

送、示范户带动、红黑榜定期公布等方法，让农户

学会分、跟着分、乐意分，逐步培养农户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如桐浦镇，合作社成立前每天易腐

垃圾收集量不到800公斤，2020年成立当年收集

量为每天 3 吨，现在稳定在每天 6 吨左右，全镇

80%左右的村民自觉做到精准分类。三是“一张

蓝图”绘到底，推动服务体系不断深化提升。引

导成立“联洁垃圾分类合作社联合社”，提供技术

和管理咨询服务，指导和督促乡镇垃圾分类合作

社规范运行。同时深化拓展垃圾分类合作社职

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探索农村人居环

境物业化管理模式，拓展服务职能，建立健全“五

个一”管理模式，为广大村民提供管家式贴心服

务，致力打造“生态美、风尚美、人文美”的生态宜

居和美乡村。

近年来，台州市通过创新组织聚才、孵化项

目选才、整合政策引才、传承文化用才、对接高校

育才等方式，一体推进“农创团”工程建设，率先

开展全市域农创客点亮乡村行动，全方位培育孵

化农创客，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至今，全市已培育5759名农创客，涉及种养业、

深加工、农村电商、供应链管理、乡村旅游等领

域，年产值达13.18亿元，带动周边11.21万农户

实现增收。

集成优质资源，组建分级结对“帮扶团”。建

立农创客“9+N+X”分级帮扶机制，县级组建 9

个涵盖农业、电商、文旅、金融、法律等方面的

专家顾问团，镇级配强N个由农办、农创联、银

行、创业导师、律师、农技专家等组成的指导

团，村级选好 X 个由驻村干部、村经社骨干、农

村工作指导员、乡土专家、青年团干等组成的辅

导团。打造“一农创客一帮扶团”，每个“帮扶

团”由1个专家顾问团和若干个指导团、辅导团

组成，“一对一”结对农创客开展项目运营、金

融对接、法律咨询等精准帮扶。目前，全市已成

立专家顾问团 9 个、指导团 130 个、辅导团 2864

个，“一村一农创客一帮扶团”基本实现全市全

覆盖。

推进项目孵化，打造示范带动“领军团”。聚

焦农业产业“十链百亿”行动，围绕农林牧渔业产

品产销及休闲农业、农家乐、农村电商、农村文

化、乡村运营等“三农”领域，支持农创客牵头或

参与创业项目，建立农创客重点项目库。组织农

创客大赛，遴选30个重点创业项目，通过项目孵

化培育30支农创领军团，在项目申报奖补、用地

需求保障、金融优惠、学历提升等方面给予重点

扶持。如农创客管炳华牵头的“领军团”负责实

施临海蜜橘标准化供应链项目，作为市级农创客

“三星”项目，其开展的数字果园、柑橘数字分选

中心建设获补助 240 万元、项目贷款 2%的贴息

优惠，带动柑橘年销售3000余吨、农户增收2000

万元，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

型案例。

优化政策支持，激活创新发展新动力。聚焦

农创客从业领域，市县两级按“农创客扶持政

策+N个乡村行业发展扶持政策”，整合形成农

创客扶持政策清单“农创汇”，支持发展。对全市

农创客专项推出“台富·农创贷”，金融机构单列

超34亿元信贷计划，重点支持“农创赛”项目，贷

款利率较同类贷款利率至少优惠10%—20%，担

保费率较同类业务担保费率优惠不低于0.15个

百分点。在金融机构优惠基础上，财政再分档给

予农创客 1%—2%的贴息支持，将“台富·农创

贷”纳入“政银担”系统白名单，农创客向系统中

担保机构进行贷款时，所有担保费用由财政

100%给予补贴。至今，累计为农创客授信10.26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7.45亿元；其中首轮30个农

创客重点项目已授信5852万元，将撬动社会投

资1.23亿元。

挖掘传统资源，培育农耕文化传承人。引导

农创客参与传统技艺和非遗文化挖掘，支持创办

古法种植杨梅、古法榨油等传统技艺企业，保护

传承传统工艺。搭建“青垦云集市”“数智青农网

络直播”等载体，推进文创产品与电商融合发

展。目前，农创客挖掘利用杨梅、古村等文化资

源23类。如农创客杨春林深耕古杨梅，被评为

第四批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农创客

“杨梅郎”赵江波开启仙居杨梅“云销售”时代，带

动仙居46%的杨梅专业合作社参与网络销售，助

力农民人均增收8500元，同比增长23.8%。

探索政校互通，搭建农创育才主平台。开展

农创进校园活动，举办“农创客点亮乡村·校企合

作周”活动，通过农创专场招聘会、农创沙龙、农

创产品进校园、优秀农创客宣展等活动，厚植院

校农创氛围。引导优秀农创客担任创业导师，指

导大学生参与农创项目，为“农创团”发展壮大提

供生力军。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农民学校等，建

立农创客人才培育基地，重点将农创园、青春小

镇等平台创建纳入农创客阵地建设。至今，全市

已开展专家导师助力农创客创业100余次，吸收

高校毕业生参与农创项目实践80人次，2023年

入选省农创客示范基地 6 家，新建青创农场 22

家。

台州实施“农创团”工程赋能青年“入乡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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