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市梅列区徐碧街道办事处

徐碧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报告

根据闽建管函〔2020〕7号《福建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关于公布2020年我省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

建名单的通知》,徐碧街道被列入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确定我街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街道以来，我街垃圾分类工作稳步

推进，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徐碧街道位于三明市区北大门，辖区总面积28.82平方千米，

下辖五路、乾龙、东乾、重化、碧湖、玖珑、北门 7个社区居委
会，徐碧村、洋山村、后洋村、廖源村4个村委会，1个小溪综
合农场，1个党群服务中心。辖区参加垃圾分类约31000户，有

物业小区31个、23315户，相对封闭小区14个、4401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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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小区190幢、2472户。随着垃圾分类宣传深入和各项工作的推
进，试点小区居民分类意识逐步提高，资源利用率有效提高，部
分生活垃圾初步实现减量化、资源化，通过实施垃圾分类有效改
善了城区居住环境，有力地推进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创建，实
现了生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丰收”。

二、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紧前建章立制

一是成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街道专门成立了以党工委

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为第一副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
关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垃圾分类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全面负责街道垃圾分类组织协调工作，确保垃圾分类有人抓、有
人管、有人落实。同时建立定期会商制度，每月组织专题会议，

会商解决矛盾问题，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进程。

二是制定印发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在《梅列区生活垃圾

分类和减量工作三年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2018-2020年》(梅
政办〔2018〕71号)和《中共梅列区委办公室 梅列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列区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细则>的通知》

(梅委办发明电〔2020〕65号)的基础上，结合街道实际情况，

先后组织社区主任及工作人员到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参观学习2次，

召集社区及物业召开座谈会3场，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制定印发

《徐碧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为街道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开展提供制度支撑。



三是保障垃圾分类工作经费。 梅列区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经费由市、 区两级财政分级保障。区财政负责生活垃圾前端分类

相关费用 ，市级财政负责生活垃圾分类中端转运及末端处置相关
费用。 区财政已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列入财政预算， 截至目前已

投入约5810余万元。 此外垃圾分类各项支出均根据实际需求满

足， 逐级审核审批， 专款专用，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二 ) 加大宣传力度，督导到底到边

一是扎实开展 “五进” 宣传。①进学校： 从孩子抓起 ， 加

强教育， 并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以学生来带动家庭参与。

②进社区： 把宣传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一楼栋、每一处边边角角，

让居民时刻感受到垃圾分类就在身边。③进机关： 从机关、 企事

业单位率先做起， 宣传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一楼栋、 每一处边边

角角，让居民时刻感受到垃圾分类强制执行，切实发挥公职人员、

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④进家庭： 主动上门宣传指导，将垃

圾分类的意识、 知识传递到每一户居民家庭中。 ⑤进企业： 以人

流量大的商场作为宣传阵地，营造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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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营造分类氛围。 截至目前 ，街道共组织开展督导

员、志愿者、 物业管理人员、 保洁人员等各类培训 12 场 ， 参与

人数240多人。 督导员入户、 入店宣传已在街道全面铺开，共发

放垃圾分类宣传折页 19000多册、 致广大市民朋友的倡议书

23000 余份。 全街道38 个点已全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通过街

道动员、社区支持、 物业配合，群众参与，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

89%,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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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率65准确率 40??

三是逐步充实督导力量。各社区组建相应工作机构，负责同

业委会、物业及转运公司沟通垃圾分类的宣传、转运工作；监督
垃圾分类的有序开展，各社区根据实际情况，按照200-300户配
备1名督导员，机关企事业单位、院校及公共机构等单位每800
人配1名督导员，对所负责片区垃圾分类的督导，同时招募学生、
在职干部、党员等作为志愿者协助社区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工
作。

(三)强化基础保障，分步推进实施

一是分步实施撤桶并点计划。为更好的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垃圾桶撤桶并点工作，撤离居民楼下部分分散

垃圾桶，并在每座生活垃圾分类环保驿站张贴生活垃圾投放时间

温馨提示，明确各类垃圾投放时间，目前已完成80??区的撤桶

并点工作，并在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二是逐步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在玖珑社区推行干湿分离“二

分类”,安装生活垃圾分类环保驿站11座，配置厨余垃圾桶收集

架198个，派发厨余垃圾回收桶5520个；为规范公共区域垃圾

分类收集设施，结合街道文化特色，定制投放主次干道和小区“二

分类”果皮箱600余个。街道8个示范小区128个垃圾分类点目

前已全面展开施工，下步将在前期撤桶并点和分类亭建设的基础

上，对于分类亭选址争议较大的小区，加大攻坚力度，全面推进

垃圾分类亭的建设。



三是有序实施中后端转运处理。配套建设乾龙、徐碧江滨、

碧口村等3座垃圾压缩中转站，实现社区垃圾机械化收运中转

100?覆盖；配备专用3吨餐厨运输车辆5台，用于运输分类产

生的餐厨、厨余垃圾，厨余垃圾转运量达10吨/周；完善大件物

堆放点建设21处，累计清理废弃床垫、沙发、桌椅等大件物 4000

余处；有害垃圾运输至区环卫中心指定的临时集中暂存点分类暂

存，待存储一定量后，交由具危废收运处置资质企业统一处置。

三、存在问题

1.居民参与热情有待提高。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社区、

物业、督导员等全方位进行入户宣传，但还是存在部分居民对垃

圾分类工作热情不高，不愿意参与分类。
2.强制执法基础不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时间尚短，居民尚

未能真正形成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观念，意识不到位，故前期的推

动工作以鼓励、劝导为主，若强制执法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矛盾。

四、意见建议
1.要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加入普及垃圾分类和可循环利用科

学知识的宣传教育，让更多的居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进来；

建立违法督查曝光平台、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和奖励制度，广泛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逐步形成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2.建议构建“两网融合”机制，逐步整合城市环卫系统与再

生资源系统的优势资源，形成“纵向”的有效衔接，通过融合发

展，突破两个网络有效协同发展不配套的短板，实现垃圾分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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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3.制定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性法律文件和各种配套法

律、法规，确立以法律约束为主、教育引导为辅的联动机制，明
确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基本制度，强化政府职责和有关部

门的监管职能等，增强生活垃圾分类强制约束力。

徐碧街道办事处

2021年2月20日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