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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分类看上海，农村垃

圾分类看浙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始终是我省的一块金字招

牌。全省以“设施提标改造”和“资

源循环利用”为导向，因地制宜地建

立适应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置模式，

强化“提质增效”。规划着眼未来，

通过城乡统筹，以“分散+集中”为核

心，对于距城区近、交通便利的农

村，依托城区设施，进行城乡一体化

处理；距城区远、交通不便的农村，

可集中收运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则

由多村联建或乡镇集中进行处理；

海岛、偏远山区等运输条件受限的

农村，可通过小型分散设施就地处

理，实现就地减量和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推动多镇联建或多村联建的

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中

心建设，各县（市、区）科学合理布局

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中心，补齐农村

生活垃圾处置的短板弱项。

垃圾分类处置

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规范》（DB33/

T 2091-2018）有关要求，参照《生活

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等标准，全省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

类”模式进行分类。

易腐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家庭厨

余垃圾和其他易腐垃圾。餐厨垃圾以

村镇餐饮企业、学校等为主，由专业公

司进行统一收运。家庭厨余垃圾和其

他易腐垃圾主要包括农村家庭厨余垃

圾和农贸市场易腐垃圾，可采用定时

定点投放或上门收集的方式。

其他垃圾：各村庄应以定时定点

投放为主，定点不定时作为补充，可适

当利用智能化设备对投放质量进行监

管。

可回收物：宜按照纸类、塑料类、

玻璃类、金属类、织物类、电器电子产

品类等进行分类。

有害垃圾：各地因地制宜定时定

点或定点不定时投放。

投放设施：县（市、区）应优化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布局，科学合

理设置分类收集容器和收集站点，做

到标志规范、分布合理、数量充足、环

境友好。加大对现有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点的改造力度，新建小区、老旧农村

社区改造应同步配套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设施装备。分类收集站应满足垃圾

分类存放、防雨、通风、遮挡、美化等功

能需要；应在现场设置管理信息、标

（铭）牌，标明编号、权属责任单位、责

任人、举报电话等内容；应设置规范清

晰的标志、标线，应有可回收物、易腐

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功能区

分标志。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标

志的样式和颜色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2019）和浙江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规范》（DB33/T 2091-

2018）的规定，垃圾桶统一标识为蓝色

可回收物、绿色易腐垃圾、红色有害垃

圾、黑色其他垃圾。

各县（市、区）应科学设置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清运路线，按照农村

区域内各类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合

理确定村庄垃圾收运服务半径、收

运频次、收运时间和运输路线，配足

配齐分类运输车辆。有中转需要

的，中转站点应满足可分类运输、暂

存等条件。加大运输环节管理力

度，推行车辆运输实时监控管理，提

高路线安排调度智能化水平，保障

垃圾及时清运。积极引入专业化危

险废物收运处置第三方服务企业，

对农村生活有害垃圾进行专业化收

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置。推行专桶

专用、专车专收、专线专运，严格执

行分类收运要求，杜绝“先分后混”

“混装混运”，建立“不分不收、不分

不运”的倒逼机制和行业自律监管

机制。全省农村应建立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

全过程分类管理系统。

易腐垃圾：农村餐厨垃圾的收

运方式以清洁直运为主，流动式转

运为辅。家庭和其他易腐垃圾的收

运方式以村收集、清洁直运为主，乡

镇一次转运为辅，同时在少数具备

条件的大中型集贸市场配套就地处

理设施设备。

其他垃圾：建议采用“清洁直运+

小型转运”的收运模式。依托已有生

活垃圾收运系统，对农村生活垃圾中

的其他垃圾进行收运，由乡镇或委托

专业环卫运输企业通过小型收集车、

运输车将其他垃圾收集至中转站，经

压缩后通过中大型运输车送至垃圾

焚烧厂处置；或直接通过压缩运输车

直运至垃圾焚烧厂处置。

可回收物：建立以村级回收网

点为基础、县域或乡镇分拣中心为支

撑的可回收物利用体系。针对废塑

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废纺织物

等可回收物，开展农村生活垃圾细化

品种定向回收，探索发展从废弃端到

再生利用端的专一废弃产品回收渠

道。针对小家电、手机等小型电子产

品，鼓励生产、销售企业承担回收处

理责任。鼓励农村便利店等经营者

就地设立便民回收点，采用押金、以

旧换新、设置自动回收机、网购送货

回收包装物等方式进行回收，探索低

价值可回收物的经济激励回收办法，

实现回收方式多元化。

有害垃圾：应结合现有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推荐按照“上门收集和

定期收运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收

集。农村生活垃圾管理部门应积极

与当地专业化收运处置企业合作，

采用预约或定期上门方式收集有害

垃圾。集中暂存点中属于危险废物

的有害垃圾，由具备危险废物运输

资质单位运输至无害化处置场所。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推出有害垃圾

有奖兑换、设置有害垃圾收集日等

措施，提高有害垃圾分类收集量。

大件垃圾：建议采用两种模式：

电话或网上 APP 预约：通过设立清

运电话、网络申报清运平台，开展上

门收集，申报后由乡（镇）、村、第三

方企业定期运往大件垃圾处理厂进

行拆解回收；村民自行送至规定的

暂存点：大件垃圾可由村民自行送

至规定的暂存点，由收运部门统一

运输至资源化处理终端进行处理。

建议每个行政村规划建设一个大件

垃圾暂存点。

垃圾分类收运垃圾分类投放

全国首个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来了
□见习记者 张枥元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浙江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2024—2027）》

（以下简称《规划》），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运、处置，农村环卫保洁等作出全

面指导与安排，是全国首个省级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我省将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城乡一体、区域

统筹，节约集约、共生循环，精管善治、长

效施策的基本原则，到2027年，健全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和保

障体系，实现分类处理率 88%以上、回收

利用率72%以上。

《规划》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围绕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减污降

碳、绿色低碳的目标要求，加快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源头分类精准化、投放清运规范

化、回收利用资源化、站点运维标准化、环

卫保洁精细化。要大力实施分类质量提

升、设施提标改造、部门协同共治和文明

习惯养成行动，推进“垃圾革命”提质增

效，持续推动新时代“千万工程”走深走

实。

《规划》要求，在垃圾分类投放方面，

要因地制宜推进相关配套措施，强化宣传

教育、分类监管、网格化管理等手段，实行

“两次四分”和“两定四分”等垃圾投放模

式，达到源头分类精准化的目标。在垃圾

分类运收方面，补齐农村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设施设备不配套等短板，杜绝收运过

程中混装混运。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收

集机制，建设匹配的分类运输体系，完善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长效机制。合理确定

具体的收运时间、频次、作业点位，并按照

规定的区域、线路行驶，加强清运单位的

监管，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模式。

《规划》要求，在垃圾分类处置方面，

推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优化垃圾处理工

艺和技术，实施减污降碳措施，实现环境

保护与资源节约的双重目标。推动多镇

联建或多村联建的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科学合理布局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中心，补齐农村生活垃圾处

置的短板弱项。在环卫保洁方面，推进农

村保洁长效管理机制、完善农村环卫保洁

作业标准、推行农村保洁物业化运作、加

强数字赋能等举措，逐步建立农村环境卫

生“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一管理、管干

分离”的专业第三方运行模式，实现农村

环境卫生的“三无一规范一眼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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