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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垃圾找个合适的家
———农村“垃圾革命”的汝州实践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垃圾分类标准规范。统筹考虑垃圾回收

使用、降解利用等特点，制定了垃圾分类指

导目录，将农村垃圾分为 4大类：可回收垃

圾，主要包括塑料袋（盒）、玻璃瓶、易拉罐和

废纸等；有毒有害垃圾，主要包括废旧电池、

温度计、灯管、杀虫剂、过期药品等；可腐烂

垃圾，主要包括剩余饭菜、过期面点、菜叶、

果皮、秸秆等；不可腐烂不可回收垃圾，主要

包括以上分类剩余垃圾，如渣土建筑余料、

陶瓷等。

垃圾分类程序规范。首先是农户自己分

类。保洁公司在每个垃圾投放点配置 3至 4

个垃圾桶，分别标注不同警示颜色，方便农户

分类投放。其次是村级保洁员分类。村级保洁

员在农户分类投放的基础上，将可回收垃圾

交由专业公司回收利用，将有毒有害垃圾交

由政府集中收储处理。最后是乡镇专职保洁

员分类。每个乡镇组建 5至 10人专职保洁分

类队伍，除对没有分拣干净的有毒有害垃圾、

可回收垃圾进行分拣外，重点将餐厨垃圾、农

作物秸秆等可腐烂垃圾分离出来，统一运输

到指定地点进行降解堆肥处理。

垃圾运输处置规范。对剩余不可回收不

可腐烂垃圾，由保洁公司利用大型密闭运输

车辆，将其转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填

埋处理。

市级层面，市财政单列预算资金 600万

元，专门用于对乡镇、街道建设及运营垃圾

分类设施的奖补。市财政对乡镇、街道每建

设一个 50立方米以上的简易可腐烂垃圾处

理设施奖补 10万元，每建设一个 100立方

米以上的阳光堆肥房奖补 50万元。投入资

金 75万元，为纸坊镇石桥村、中山寨村等 4

个试点村购置分类垃圾桶 5200个，建设阳

光堆肥房 1座。

乡级层面，各乡镇、街道投入资金

500 万元，新建改建垃圾分拣中心 20 余

座，建成乡级垃圾兑换中心 15 个，村级

垃圾回收点 382 个。每月投入专项运营

资金，保证垃圾回收点正常开展垃圾兑

换商品服务。

社会层面，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

化利用纳入农村卫生市场化保洁范围，群众

每人每月缴纳 1元保洁费，每年累计缴纳保

洁费 1200万元，购置分类投放垃圾桶 3.87

万个。同时，以河南绿源农牧有限公司为依

托，整合项目资金 900 万元，企业自筹 960

万元，完成了汝州市年产 4万吨有机肥生产

线改造，拓宽了有机肥原料来源，提高了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经济效益。

走进纸坊镇石桥村，一条条整洁的道路穿村而过，一排排农

家小屋错落有致。视线所及，几乎看不到垃圾，空气中也闻不到

异味。

石桥村是蔬菜种植大村。两年前，田边农药瓶子随处乱扔，

村内生活垃圾肆意乱倒。该村一村民说，石桥村大“变身”，得益

于从里到外的“垃圾革命”。

近年来，我市把引导群众参与垃圾分类作为实现源头分类

减量的重点，采取宣传教育、政策激励等措施，激发调动群众参

与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大力宣传环境整治的先进经验

和做法，印发垃圾分类知识手册 2万份。举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培训班 30次，讲解垃圾治理和分类知识，提高垃圾治理意识，提

升工作水平，同时利用保洁公司技术优势，加强对保洁员的垃圾

分类知识培训，提高垃圾分类的科学性、精准性。

在政策引导方面，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庭院环境整治纳入

村规民约，深入开展文明户、五美庭院评选，累计评选文明户

3800户，五美庭院 1000户，引导群众改变生活陋习，养成科学

文明的生活方式。

在处理有毒有害垃圾方面，研究制定了有毒有害垃圾有偿

回收制度，明确了旧灯管、废旧电池、烟头等 14种有毒有害垃圾

兑换积分标准，设立有毒有害垃圾“兑换中心”，制作垃圾兑换流

程图，鼓励群众将有毒有害垃圾交给垃圾“兑换中心”兑换生活

用品、学习用品等。仅 2018年上半年，通过实行垃圾兑换积分办

法就累计回收有毒有害垃圾 1.2万公斤。

按照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

要求，坚持全面提升，整体推进，基本实现农村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农户对垃圾分类接受程度明显提高，目前全

市 85％以上农户都能够熟练掌握生活垃圾分类

方法，90％以上农户参与了有毒有害垃圾兑换。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持续扩大，通过建设垃

圾分类设施，设置村级垃圾回收站点，先后建成

乡级垃圾分类设施 15个，覆盖面达 100％，建成

村级垃圾回收站点 382个，占农村总行政村（社

区）的 86％，80％以上的可腐烂垃圾实现了资源

化利用。通过构建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转运、处

理机制，积累了垃圾分类经验。特别是推行有毒

有害垃圾有偿回收，得到了群众认可，也取得了

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

经验。

“俗话说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

的资源。我们汝州生活垃圾分类不只是简单的物理

拆拣，更是要给大家带来一场生产生活观念的转

变，让汝州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生活更幸

福。”副市长范响立如是说。

生活垃圾投放分门别类，居民环保意识日渐增长，城市环境越发美丽……去年以来，我市各乡镇、街道对照落实《汝州市 2018年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遵循“源头分类、分拣清运、对口处理、资源利用”的原则推进工作，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明

确了资金投入方式，细化了部门责任等，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新格局。

1月 15日，国家住建部督导检查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金宜英一行在对我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进行调研后，更是连

连表扬说：“你们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啊，很扎实，很有成效。”表扬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市垃圾分类举措不断创新，分类模式不断创新的努力，

真正使垃圾分类做到了深入人心。

工作怎么推进？

居民怎么参与？

钱从哪里来？

垃圾怎么分？

纸坊镇石桥村垃圾分类宣传墙

学生现场兑换奖品

垃圾兑换礼品区

1 月 15 日，国家住建部督导检查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金宜英一行到纸坊

镇石桥村调研

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