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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卫星湖发〔2021〕51 号

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卫星湖街道 2021年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相关单位，机关各办（所）：

按照《重庆市永川区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永分类办〔2020〕12 号）和《关于印发永川

区 2021 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永分类办

〔2021〕2 号）文件要求，为扎实推进辖区 2021 年生活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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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点创建工作，结合街道实际，拟定了卫星湖街道 2021 年度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计划表，请对标对表《重庆市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试行）》和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建设评价表，加强领导、广泛宣传、强化督

查、挂图作战，确保垃圾分类示范工作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附件：1.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试行）

2.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建设

评价表

3.永川区卫星湖街道 2021 年度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建

设工作计划表

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 3月 22日

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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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
(试行)

按照《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24 号）《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渝府办发〔2017〕

166 号）要求，为推进我市以街镇为单位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片区建设，特制订本标准。

一、分类目标

示范片区应达到以下分类目标：

（一）实现街镇辖区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四分类”

体系健全；

（二）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 95%以上；参与分类投放的居民

家庭达到 90%以上；生活垃圾分类准确率达到 80%以上；

（三）有害垃圾单独收运，厨余垃圾收运率达到 100%，生活

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四）达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

行办法》其他相关要求。

二、分类标准

（一）设施配置和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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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片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行业要求，规范设置

和管理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确保配套齐全、设置合理、标

识规范、管理有序。

1.在街镇、社区（小区）大门、公共区域等显著位置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公示牌、公示榜、荣誉榜等，公示辖区分类设施设置情

况和居民分类信息。

2.居民家中宜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袋）并

分类投放。妥善存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并按要求分类投放。

3.户外活动场所（含人行道、休闲区等），至少应配置可回收

物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4.应根据人口数量、垃圾产生量、服务半径和收集方式等，合

理配置垃圾收集点；收集容器的容量与垃圾产生量匹配，并适当

留有余地。

5.每个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至少应配置 1 个可回

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齐备的收集

点，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点一般 50 户～120 户应配置一个，

其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米，可回收物也可电话预约回收。

6. 20 层以下的居民小区宜按定时定点、相对集中投放的方式

在楼栋底层或公共区域配置垃圾收集点，不宜设楼层收集桶；楼

层超过 20层的住宅楼，可根据需要适当增设垃圾收集点。

7.居住小区应设置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园林垃圾临时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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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置应相对固定、隐蔽，有围档和遮雨设施，且垃圾不得暴

露存放。

8.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和有关单位集中供餐点，以及农贸

市场（超市）内要配备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并满

足投放需要。

9.收集设施要定时清理、擦拭、消毒，确保整洁卫生，无满

溢、无渗漏、无积尘、无污渍、无明显异味。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上均应有规范、统一、清晰的分类标志。

10.有条件的街镇和社区可建设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点，定期组

织市民参观、学习。

（二）作业标准

1.分类投放

投放点设置公示栏，公示告知各类垃圾投放方式、收集时间、

作业单位、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等，鼓励采用定时定点投放模式。

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物业公司或相关资质企业负责投放

管理，不能确定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地社区负责管理；公共机

构和相关企业由业主（经营）单位负责管理。各责任单位负责组

织对居民如何规范垃圾分类投放进行宣传和指导，对不符合分类

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和制止。

2.分类收集

分类收集按照收集区域规定的收集频次、时间作业，采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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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收集、流动收集（收集车）等模式，对已分类投放的垃圾严格

分类收集，鼓励采取定点、定时收运。严禁混装混收，收集作业

时做到垃圾不落地、不遗洒，不污染环境。

有害垃圾要收集至指定暂存点，暂存点按照环保有关规定建

设，同时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对接收的有害垃圾要进行检验

并填写有害垃圾转移交接备案表；大件垃圾应及时预约收集至临

时存放点，不长时间存放在公共区域。

3.分类运输

对应分类收集的不同类别垃圾实行分类装车、运输，不得混

装；运输车辆应喷涂或粘贴所属单位及所收运垃圾相对应的分类

标志；运输车辆要保持车牌及标志清晰、车况良好、车容整洁；

运输过程无抛撒渗漏现象，做到定车、定人，规范管理；卸车、

压实、装车过程应符合相关规范；清运作业时应按要求做好垃圾

称重计量工作；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收运车辆，应采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转运时应按照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手续，

严格执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4.分类处理

已分类垃圾按规定运往指定的集中处理设施，并做好接收、

计量等记录。可回收物进入再生资源回收渠道；有害垃圾进入危

废处理单位处理；厨余垃圾运到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其他垃圾

运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或填埋处理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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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台账

建立健全垃圾分类作业全过程台账、记录和垃圾分类居民参

与率和分类准确率等统计，并做好资料的归档。台帐具体内容包

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责任主体；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作业形式；作业时间；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的数量；居民参与率、分类准确率等。有害垃圾应

建立收运、处理联单台帐。

三、分类要求

（一）公共机构分类要求

除按照上述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要求外，公共机构生

活垃圾分类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1.明确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制度。制定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并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垃圾分类专项经费。

2.设置垃圾分类公示牌，公示内容为单位垃圾分类管理责任

部门、责任人，投放规范、收运及处理渠道、管理部门监督电话

等。

3.履行告知责任。依据重庆市《关于推进党政机关等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和《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

方案》，以书面形式告知单位职工垃圾分类的主要内容、标准规范，

并统一制作告知书。

4.分类培训和教育。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定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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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培训及相关活动，对单位职工开展分类相关知识培训和

操作指导。

5.设施配置。应配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收

集容器。实行集中供餐的，还应根据用餐人数和厨余垃圾产生量

配置厨余垃圾收集专用容器。不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可在休息间、

茶水间加设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二）医院分类要求

除按照上述公共机构一般标准要求外，医院生活垃圾分类还

要做好以下工作。

1.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严

格医疗废物的源头分类管理、规范收集暂存，严禁将医疗废物混

入生活垃圾。

2.在传染病区使用，或者用于传染病患者、疑似传染病患者的

输液瓶（袋），采取隔离措施的其他患者的输液瓶（袋），输液涉

及使用细胞毒性药物（如肿瘤化疗药物等）的输液袋，涉及使用

麻醉类药品、精神类药品、易制毒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输液瓶（袋）

不得纳入可回收生活垃圾系统。

3.对于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瓶（袋），

应当在其与输液管连接处去除输液管后单独集中回收、存放。去

除后的输液管、针头等应当严格按照医疗废物处理，严禁混入未

被污染的输液瓶（袋）及其他生活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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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院病房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三）学校分类要求

除按照上述公共机构一般标准要求外，学校生活垃圾分类还

要做好以下工作。

1.垃圾分类进课堂

（1）不断深化教学研究，将垃圾分类作为教学工作重要内容，

纳入日常教学管理范畴；

（2）做好垃圾分类宣讲材料，有效组织垃圾分类课堂宣讲，

教育形式多样，图文并茂；

（3）充分利用学校广播、校园网、校园 LED 屏、班级墙报

和黑板报等宣传手段，结合全校集会和主题班会等活动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和垃圾分类工作展示。

（4）有条件的学校可配设一个垃圾分类教学体验中心，用于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科普宣传、分类体验等。

2.开展分类主题实践活动

（1）积极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结合校园文化节、科

技节和重大纪念活动等时机，组织有关垃圾分类的演讲、征文、

知识竞赛和环保创意大赛等，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社会调查等

主题实践活动；

（2）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学生推动家庭垃圾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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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组织学校师生开展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活动，到社区、住宅小区、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和服务。

四、制度建设

（一）组织领导。按照责任到位、分工明确的原则，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区县、街镇、社区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区县城管局要

明确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要配备垃圾分

类专职工作人员；社区要具体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建立定期联

席会议制度，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负责的工作机制。

（二）指导员制度。按照重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制度的通知》要

求，建立健全指导员队伍，完善管理和奖惩考评机制，层层落实

责任，积极开展巡查、宣传、指导和劝导工作，有效提高居民垃

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

（三）分类宣传。制定区县、街镇和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方案

或计划，充分调动物业、业主单位和居民积极性，通过开展垃圾

分类入户宣传、主题活动、院坝会、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垃

圾分类，并规范资料归档工作。

（四）考评监管。按照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细

化年度目标任务和责任分解，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范，定期开展巡查和考评，及时发现整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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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保障。区县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

要根据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落实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专项经费，同时制定经费使用绩效考评办法，确

保分类工作顺利开展。

（六）创新管理。推动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工作，坚持党

员干部带头宣传和践行垃圾分类。积极创新管理模式，探索、总

结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管理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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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建设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标准 评价依据

组织推进

（15分）

是否安排专门人员组织实施(5分)
□有专门人员组织实施，5分；

□有人员（兼职）组织实施，3分；

□无，0分。

查看资料并向群众了

解

是否制定示范村建设相关计划(5分) □有，5分；□无，0分 查看资料

是否召开村级动员会或村民小组动员

会(5分)
□召开相关会议，5分；

□未召开，0分。

相关会议记录、照片

或宣传材料等

技术方法

(30分)

村民是否接受生活垃圾分类方法(5
分)

□分类简单容易接受，5分；

□分类复杂不容易接受，0分。
照片、现场查看

分类方法是否与当地农村生产特点、

生活习惯和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5
分)

□分类符合当地农村特点，5分；

□简单复制其他地区模式，无创新，3分；

□照搬城市手法，投入大且不切实际，不得分。

照片、现场查看，

专家评价

分类收集设施是否易识别、易投放(5
分)

□分类桶颜色易区分、设置距离适宜，5分；

□分类桶不易区分且不方便投放，0分。

照片、现场查看，

专家评价

是否建立了与分类相适应的转运体系

(5分)
□建立与分类相适应的转运体系，5分；

□未建立与分类相适应的转运体系，0分。

照片、现场查看，

专家评价

各类垃圾去向是否明确，且实现了无

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5分)

□去向明确，且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5分；

□去向明确，实现无害化处理但未实现资源化利用，2分；

□去向不明确，未实现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0分。

照片、现场查看、专

家评价

分类收集、转运和处理各类设施设备 □各类设施设备经济耐用，5分； 照片、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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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成本合理(5分) □各类设施设备配置豪华但不实用，0分。 专家评价

资金保障

（15分）

区县、乡镇是否有示范村建设专项资

金保障(15分)
□有充足的资金保障，15分；

□有资金保障但资金不足，5分。
查看文件

宣传教育

(20分)

是否开展技术培训(10分)

□开展技术培训，村干部、保洁人员、村民熟悉分类知识，10分；

□开展技术培训，村干部、保洁人员熟悉分类知识但村民不熟悉分类知

识，5分；

□未开展技术培训，村干部、保洁人员、村民不熟悉分类知识，0分。

照片，现场随机访谈

是否有相关村规民约或环境卫生公约

(5分)
□制定了与分类有关的村规民约或环境卫生公约，5分；

□未制定，0分。
照片、现场查看

是否开展宣传活动(5分)
□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材料或宣传品、村民小组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等方

式进行宣传，5分；

□未开展相关宣传，0分。

照片、查看宣传材料

或宣传品

示范成效

(20分)

农户对分类的可接受比例(5分)
□80-100%；5分；

□60-79%，3分；

□59%以下，2分。

每个村随机访谈

10户以上

已开展示范工作的覆盖面(10分)

□覆盖 90%以上行政村区域，10分；

□覆盖 80%以上行政村区域，8分；

□覆盖 60%以上行政村区域，6分；

□覆盖 59%以下行政村区域，5分；

□未开展，0分。

查看资料、现场查看

示范经验是否值得推广(5分)
□值得在全市推广，5分；

□值得在本地区推广，3分；

□不值得推广，2分。

专家评价

评分标准：1.85-100分，且分类覆盖 85%以上政村区域的列为 A档，命名为市级示范村称号；

2.60-84分，且分类覆盖 60%以上行政村区域的列为 B档，暂保留市级示范村称号；

3.59分以下的列为 C档，取消市级示范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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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卫星湖街道 2021年度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建设工作计划表

序号

1-3 月

镇街名称

分类示范建设任务清单

工作进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行政村 社区

1 卫星湖街道 星湖社区

2 大竹溪村 已经创建

3 小竹溪村

4 南华村

5 凤龙村 已经创建

6 石龟寺村 已经创建

7 七郎村 已经创建

示范点

8 4 月 卫星湖街道 石脚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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