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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关键词

“撤桶并点” ：在居民小区按照服务 300 至 500

户或在半径 300 米左右处设置 1 处收集点（间），根

据“干湿分类” 设置分类收集容器，有条件的配置除

臭、洗手设施并满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贮存需求。

“定时定点投放” ：居民小区以“干湿分类”

投放为主，养成“定时定点” 投放生活垃圾习惯。

干湿垃圾投放时段为早上 7：00—9：00，下午 3：00—

5：00，晚上 7：00—9：00。

“桶前值守” ：由居委会配合指导，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或业主、业主委员会负责，每个收集点（间）安排

1 至 2 名分类引导员，在定时投放时段进行“桶前值

守” ，规范居民投放行为，提升分类投放准确率。

为何开展“撤桶并点” 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撤桶并点” 工作？ 贵阳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释。

开展“撤桶并点” 后，所有居民统一将垃圾扔

在集中投放点，社区会安排引导员进行指导，可以

有效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以云岩区、南明区、观山湖区和花溪区的几个

封闭式居民小区试行后的效果为例， 撤桶 1 个月

后，有的小区垃圾分类积分办卡率达 80.3%，提升了

45%； 有的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由 20%提升到

75%，厨余垃圾从每日 200 公斤提升到 1700 公斤。

此外，针对高层建筑的居民小区，如果在每个

楼层设置分类垃圾桶， 一方面挤占楼道通行的空

间，增加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要增加很多硬件投入，

增加管理成本，无形中造成资源浪费。

再者， 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得不到有效指导

和监督，垃圾分类的习惯很难养成。 因此，今年在

45 个“三感社区” 由居委会配合指导，小区物业服

务企业或业主、业主委员会负责，每个收集点（间）

安排 1 至 2 名分类引导员， 在定时投放时段进行

“桶前值守” ，规范居民的投放行为，提升分类投放

准确率。

哪些社区将开展“撤桶并点” 工作？

今年，贵阳市将在首批 45 个“三感社区” 开展

“撤桶并点” 、定时定点投放、“桶前值守” 工作。

云岩区（7 个）：水东路街道百合园社区、金桂

园社区、风信园社区；渔安街道石榴园社区；盐务街

街道金仓社区、吉祥社区；黔灵东路街道栖霞社区

南明区（5 个）：新华路街道新华路社区、电力

巷社区；西湖路街道西湖路社区、梭石巷社区、南明

堂社区

观山湖区（5 个）：金阳街道碧海社区、金元社

区；世纪城街道龙吉社区；观山街道金海域社区；长

岭街道栖景湾社区

花溪区（7 个）：清溪街道南溪苑社区、幸福社

区；溪北街道溪北社区、朝阳社区；阳光街道学士社

区；黄河路街道长江社区；平桥街道锦江社区；

乌当区（5 个）：新光路街道新光社区；龙广路

街道新云社区；观溪路街道金江苑社区；新创路街

道新业社区；高新路街道春天社区

白云区（5 个）：泉湖街道优品城邦社区；大山

洞街道云晖社区；龚家寨街道金北社区；都拉营街

道广场社区；云城街道金融北城社区

清镇市（3 个）：站街镇枫渔社区；青龙山街道

地勘社区、明珠社区

修文县（3 个）：龙场街道虎山居社区、龙潭社

区；景阳街道珍珠河社区

开阳县（3 个）：紫兴街道东湖社区；云开街道

马头寨社区；硒城街道中山社区

息烽县（2 个）：永阳街道新华社区、希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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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家庭：设置厨余（湿）垃圾、其他（干）垃圾

收集容器，做好“干湿” 源头分类。

居民区：开展小区“撤桶并点” ，按照服务

300 至 500 户或在半径 300 米左右处设置 1 处收

集点（间），根据“干湿分类” 设置分类收集容

器，有条件的配置除臭、洗手设施并满足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贮存需求；小区可结合实际设置装

修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暂存场所。

单位：室内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干）垃圾

两类收集容器；每层楼电梯（楼梯）前厅、茶水间

及出入口分别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干）垃圾两

类收集容器，在门厅或主要出入口设置有害垃圾

收集容器；学校（含幼儿园）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应设置在可监控范围；有食堂或无食堂但集中供

餐单位，在食品加工及就餐区域须设置餐厨垃圾

收集容器。

公共场所：交通站台、城市主干道、广场绿

地、商业（金融）街区及文化、体育设施等人流密

集区设置其他（干）垃圾和可回收物两类收集容

器；引导沿街商铺定点投放生活垃圾。

农贸市场、 餐饮服务店 （点）： 设置厨余

（湿）垃圾、其他（干）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经营

面积 1000 至 5000 平方米的， 引导配备厨余

（湿）垃圾处置设施；经营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

的，必须配备厨余（湿）垃圾处置设施；无场地条

件的，由专业公司收运处置并建立台账。

提升垃圾分类投放质量

推行“定时定点” 投放。 居民小区以“干湿

分类” 投放为主，由居委会配合指导，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或业主、业主委员会负责，明确干湿垃

圾投放时段（早上 7：00—9：00，下午 3：00—5：00，

晚上 7：00—9：00），通过在业主群发送信息、小区

宣传栏张贴广告等方式，让居民知晓分类投放时

段和分类投放规范，养成“定时定点” 投放生活

垃圾的习惯。

开展“桶前值守” 引导。由居委会配合指导，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 业主委员会负责，每

个收集点（间）安排 1 至 2 名分类引导员；通过

招募垃圾分类志愿者，组织动员辖区党员、居民

群众、物业管理人员、环卫保洁人员、家政服务人

员、 可回收物从业人员， 在定时投放时段进行

“桶前值守” ，规范居民投放行为，提升分类投放

准确率。

创建分类示范单位。 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示范

试点创建活动，结合社区、单位实际探索垃圾分

类贵阳经验。在“三感社区” 实施垃圾分类工程，

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在全市机关单位、医院、

学校打造分类示范机构，提升垃圾分类示范农贸

市场。

落实分类投放责任。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和各类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分类投

放管理责任人；各类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为分类

投放管理责任人；城镇住宅区，村（居）委会、业

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为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物

业管理单位由属地乡镇（街道）明确分类投放责

任人。

健全垃圾分类收转运体系

规范“干湿” 分类收运。 由各区（市、县、开

发区）所属乡镇（街道）负责，在垃圾分类收集

点（间）做好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工作。 按照“谁

招标、谁负责” 原则，由环卫市场化企业、厨余

（湿）垃圾专业收运企业承担干湿垃圾分类收运

处置工作 （收集点 < 间 >———垃圾转运站———

处置终端），餐厨垃圾由获得餐厨垃圾特许经营

权企业进行“点对点” 收运至处置终端。 保持收

集点（间）干净整洁，合理配置分类收运车辆及

频次， 杜绝运输过程中抛滴漏撒和散发恶臭，做

到“日产日清” 。

健全可回收物收运体系。 规范清理可回收物

收集网点和分拣站（打包站），统一标识，收运车

辆、计量台账清晰。结合“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和

垃圾分类工作，试点推行智能回收柜、线上预约、

积分兑换等回收模式，提高居民投递可回收物的

便捷性。

完善有害垃圾收运体系。所有居民小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有害垃圾收集后转运至贵阳市有害垃

圾暂存处置中心，实行以量计价，属地政府或产生

单位付费的方式， 由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

的单位负责收运，确保有害垃圾安全处置。

加快分类处置能力建设

建设转运（分拣）设施。 建设大中型生活垃

圾转运（分拣）站 13 个，集“转运 + 分拣” 功能

于一体，配套渗滤液处理及除臭设施，满足其他

垃圾压缩转运、厨余（湿）垃圾预处理、可回收物

分拣打包、有害垃圾贮存等功能，有条件的配套

建设大件垃圾拆解设施，逐步优化城区现有小型

中转站。

提高焚烧处理能力。 贵阳贵安现有焚烧终端

2 座，处理能力 1500 吨 / 日。2021 年 12 月建成投

运花溪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1200 吨 /

日）；2022 年 6 月建成投运白云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2000 吨 / 日）；2023 年建设清镇市

（500 吨 / 日）、开阳县（500 吨 / 日）生活垃圾

焚烧项目 ， 启动东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000 吨 / 日）；2024 年建成投运清镇市、 开阳

县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全市生活垃圾实现“零填

埋” 。

提升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贵阳贵安现有餐厨

垃圾处置终端 1 座 （600 吨 / 日）；2021 年 12 月

建成投运乌当区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200 吨 /

日）。

补齐厨余垃圾处置短板。 2021 年 12 月建成

投运乌当区厨余垃圾处置项目，新增厨余垃圾处

理能力 200 吨 / 日；2022 年 12 月依托 13 座大中

型垃圾转运（分拣）站配套建设厨余垃圾预处理

设施（1300 吨 / 日）。

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引导餐厨垃圾源头减量。 深入推行“光盘行

动” ，发挥党政机关、高校等公共机构及餐饮企

业引领作用，减少餐饮浪费，有效促进餐厨垃圾

减量。

推动一次性用品和包装物源头减量。 旅游住

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塑料用品；禁止或限

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和利用；在

生产、流通环节推行包装物“瘦身”“裸装” 和循

环使用等措施，加大邮政快递领域包装物、产品

包装物减量力度。

大力推行绿色办公。 倡导使用再生纸等循环

再生办公用品，加快推动无纸化办公，持续开展

示范机关（单位）创建活动。

构建垃圾分类责任体系

建立健全党建引领机制。 加强各级党委（党

组） 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领导， 建立市、区

（市、县、开发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四

级党组织党建引领四级联动机制，组织开展常态

化工作。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 市、区（市、县、开发区）

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定期研究

部署、调度安排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立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综合行政执法、教育、生态

环境、发展改革、商务等行业主管部门定期会商

推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建立健全部门和单位垃

圾分类工作责任清单。

实行领导分级包保。 实行领导干部包保垃圾

分类工作责任制，由市级领导包保区（市、县、开

发区）、县处级领导包保乡镇（街道）、科级领导

包保村（居）委会，督促指导责任区强力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

强化社会基层治理。 各区（市、县、开发区）

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落实

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自

治公约和社区公约，引导村（居）民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 由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单位

等负责，通过宣传发动、民主协商等方式，督促辖

区单位、家庭、个人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

类投放责任。

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建立“3+2” 条块结合考

核机制，结果纳入市、区（市、县、开发区）、乡镇

（街道）年度目标绩效考核评价。

三级考核，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各区（市、县、开发区）政府（管委会）垃

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督查和考核通报 ； 各区

（市、县、开发区）政府（管委会）对辖区机关、乡

镇 （街道） 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督查考核； 乡镇

（街道）对属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

组织、居民小区进行督查考核。

两项督查，市直各部门负责本行业领域垃圾分

类工作的督促检查；市纪委市监委、市督办督查局

负责全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专项督查和暗查暗访。

《贵阳贵安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攻坚实施方案》出台

以“干湿分类” 为重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2 月 11 日，记者从贵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根据日前下发的《贵阳贵安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攻坚实施方案》要求，今年贵阳贵

安垃圾分类工作以“干湿分类” 为重点，开展持续

深入的宣传普及教育， 通过健全工作责任体系、规

范分类投放设施、提高分类收运处置能力，提升厨

余（湿）垃圾、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占比，降低其他

垃圾处置占比，安全收储有害垃圾，实现全市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的目标，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分类” 的良好社会氛围，打好打赢贵

阳贵安垃圾分类攻坚战。

为加快推进贵阳贵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

“管行业就要管垃圾分类” 原则，今年的工作目标

是持续开展入户宣传、“撤桶并点” 、 定时定点投

放、“桶前值守” 工作； 建设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

（分拣）站 13 座，实现厨余（湿）垃圾分类收集量

占生活垃圾清运量 20%且全量分类处理目标；垃圾

焚烧处理能力提升至 4700 吨 / 日。

为此， 贵阳市细化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要求，提

升垃圾分类投放质量、加快分类处置能力建设。 同

时，贵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挥

统筹牵头作用，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商务、生态环

境、供销部门，规范厨余（湿）垃圾、其他（干）垃圾

投放、收集、运输、处置，提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

运、贮存、处置能力，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收运

处” 闭环管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 文 郭然 / 图

云岩区百腊井社区志愿者引导辖区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资料图片）

云岩区宅学小区内的垃圾分类回收点。 （资料图片）

厨余垃圾收集车在友谊路回收厨余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