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吉林省推进地级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有效改善人

居环境，强化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置，依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 号）

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9 年 8 月底前，各地级城市（含长春新区、长白山

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延吉市、珲春市，以下简

称各城市）要确定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编制完成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 2019 年底前，各城市编制完

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专项规划，全面启动实施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系统建设。 

  2020 年底前，各城市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法规政

策，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规和标准体系；实现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片区。长春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 



  2022 年底前，各城市基本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

建设，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至少有 1 个区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2025 年底前，各城市进一步提高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

置设施，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二、工作任务 

  （一）规范分类投放。各城市要结合实际，明确生活

垃圾分类标准。要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努力提高可回

收物的单独投放比例。鼓励定时定点投放，根据居民生活

习惯确定并公开收集时间段。启动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

要配备必要的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员，负责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的监督指导、纠错等工作，记录相关台账。 

  （二）落实分类收集。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单位、社

区要优化布局，合理设置垃圾箱房、垃圾桶站等分类收集

站点，确保满足需求、分布合理、功能完善，并喷涂统

一、规范、清晰的标志和标识。应同步公示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点的分布、开放时间，以及各类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处置责任单位、收运频率、收运时间和处置去向等信

息。新建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和区域开发建设应同步规划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点的设置，且满足分类收集需求。 



  （三）配套分类运输。各城市要以分类后的生活垃圾

必须实施分类运输为要求，以确保全程分类为目标，建立

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分类运输车

辆配置做到类别齐全、数量满足需要，标志标识喷涂做到

统一、规范、清晰。要按照区域内各类生活垃圾的产生

量，合理确定收运频次、收运时间和运输路线。做好物业

部门和环境卫生部门的衔接，杜绝“先分后混”、“混装

混运”。要加强有害垃圾运输过程的污染控制，确保环境

安全。加快生活垃圾清运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专业化处理，促进循环利用。 

  （四）完善分类处理。各城市要加快建立与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相匹配的分类处理系统。

推动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采取长期布局

和过渡安排相结合的方式，加快补齐分类后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能力短板，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现有处理设

施不达标的，要尽快实施提升改造。没有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的要加快建设，已规划的要抓紧推进。统筹规划建设有

害垃圾处理设施，满足处理需求。鼓励生活垃圾处理产业

园区建设，优化技术工艺，统筹各类垃圾处理。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

卫生）、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党



委、政府的支持，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统筹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二）公共机构率先示范。各城市机关事务管理等部

门要组织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

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机

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率先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并逐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宾馆、饭

店、购物中心、超市、专业市场、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

市场、商铺、商用写字楼等经营场所。 

  （三）夯实学校教育基础。各城市教育等主管部门要

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培养学生良

好的文明习惯、公共意识和公民意识。依托课堂教育、校

园文化、社会实践三大平台，将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课堂、融入家庭、融入社区。深入开展垃圾分

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等活动，通过创编垃圾分类歌

曲、歌谣、漫画、微视频等作品，加强学生与家长之间的

互动，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

区、培养一代新人”的效果。 

  （四）开展青年志愿活动。各城市团委等部门要创造

条件，鼓励和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带头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广泛凝聚培养青

年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创新工作和活动模式，不



断提升专业性和社会性，引导青少年深入基层社区开展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和体验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让绿色、低

碳、公益成为更多青少年的时尚追求，动员广大青少年在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五）动员家庭积极参与。各城市妇联等部门要充分

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面向广大家庭大力传播生态

文明思想和理念，逐步提高知晓和参与率，引导家庭养成

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自觉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

者、践行者、推动者。 

  （六）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建设。各城市

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完成生活垃圾分类规划的编

制，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四个环节的设施建设。并根据设施建设情况，逐

步扩大分类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