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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期（总第 31期）

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月 30 日

本期要目:

○全市小微产废企业危废统一收运体系暨全域无废推进工作会

议召开

○绍兴市以“三个一”推动《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贯

工作

○柯桥区“三强化”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新昌县梅渚村积极打造“无废村庄”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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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小微产废企业危废统一收运体系

暨全域无废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为高质量推进我市土壤与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更好地开展

全市全域无废物工作，4月 23日，我市召开小微产废企业危废

统一收运体系暨全域无废推进工作会议。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

员、督察专员钱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级全域“无废城市”创建

专班负责人、市生态环境局土处、固管中心工作人员、各区、

县（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固体废物管理、全域“无废城市”创

建工作分管领导和业务科室负责人、小微企业危废集中统一收

运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点多产量少、转运不及时、处置成本高、风险管控难”，

这些困扰小微产废企业多年的危废收运处置难题，将随着危废

统一收运工作的全面铺开得到破解。小微工业源和社会源危废

收运体系，由市生态环境局统一部署建设，各地生态环境分局

牵头负责，具备资质的收运企业开展危废收集、贮存、转运处

置的全过程服务平台。如，德创环保作为越城区小微产废企业

危废集中收运项目建设单位，建造了一个占地 3000余平方、年

收集暂存量达 2000吨，可收集 11个大类、72个小类危废的大

型贮存仓库，并配套建成可对小微企业进行基础信息全量管理

的智慧云平台；华鑫环保建有 8000平方米危废暂存库，配设 15

台运输车辆和 20多名特种运输人员，以供柯桥区小微产废企业

收运危废 。德创环保有关负责人在座谈时表示，服务平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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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产废企业解决了贮存难、处置难的问题；同时，公司的专

业能力和丰富的处置渠道，可以帮助小微产废企业进行后道处

置对接，解决处置难、监管难的问题。会上，9家小微企业危废

集中统一收运企业负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从 2019年 4月我市启动“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到去年

全面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各地小微工业源和社会源危废

收运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市小微危险废物集中收运试点

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这也是打造全域“无废城市”的一项重

要成果。目前全市工业源方面已有 1640家小微产废企业与收运

企业完成签约；社会源方面已有 42家实验室和 409家汽修企业

完成签约。

在处置方面，除原有处置项目外，我市已有 15个重点项目

列入 2021年度省级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其中众联环保

的危废刚性填埋场项目、德创环保的工业废盐综合利用项目等

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其他项目也正按计划进度实质推进当中。

当前涉及危险废物产生的‘表内单位’基本上可以实现全覆盖。

会上，钱进对下阶段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他强调，我市

要集中力量推进小微产废企业危废统一收运工作，以“大排查、

大整治”为抓手，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

全面摸清我市小微工业源和社会源危险废物“家底”，形成动态

更新的管理目录，健全完善我市危废统一收运体系。同时，要

加大与相关部门、单位的协同联动，加快形成工作合力，探索

建立一套危废领域的发现、警示、整治、执法机制，为小微产

废企业危废统一收运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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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以“三个一”推动《浙江省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宣贯工作

5 月 1 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将正式实施。为进一步推进《条例》的贯彻落实，高质量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绍兴模式，不断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和治理能

力。4 月，以《条例》宣贯主题月活动为载体，通过专题培训、

主题宣传、百人宣讲等形式，全领域开展《条例》宣贯活动。

一次专题学法培训。4 月 19 日，绍兴市人民政府第 96 次

常务会议上就《条例》进行了学法专题培训。此次培训特别邀

请了省建设厅城建处副处长、省分类办综合组组长蒋智勇对《条

例》进行专题解读。蒋智勇围绕条例出台背景、立法现实基础、

主要解决问题、主要特点和主要内容五个方面，结合条例内容

和绍兴工作实际进行详细解读。重点就源头减量措施、回收体

系建设、设施提标改造、填埋场生态修复等提出具体要求和针

对性建议，并对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条例贯彻落实工作作了

具体部署。

一系列线下主题宣传。4 月 9 日，在绍兴银泰广场举行了

绍兴市“垃圾分类进万家”普法宣传活动——暨浙江省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宣传晚会；4 月 16 日，在迪荡街道洞桥社区举办“垃圾

分类进万家暨《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普法宣传活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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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现场，垃圾分类志愿者和“I·绍兴”城管志愿者一起，宣传《条

例》重要内容，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营造全民学法的良好氛围。

一支特色宣讲团队。主题月期间，绍兴各地积极开展《条

例》巡回宣讲，结合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进商场、进宾馆（酒店）、进窗口“八进”宣传活动，组

织宣讲团成员向广大市民宣传普及《条例》知识。4 月 16 日，

上虞区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百人宣讲团”。这是一支由各乡

镇街道、部门单位、社区（行政村）、大学人员等 100 名宣讲

师组成的生活垃圾分类讲师团。这支宣讲团将进社区、进街道、

进学校、进企业开展《条例》宣讲，向社会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的法律法规，引领低碳环保新理念，让更多人能参与到生活垃

圾分类中，不断提高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柯桥区“三强化”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置

为进一步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减

轻农业面源污染，助力全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柯桥区从

体系建设、政策引领、规范处置三方面入手，不断强化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监管。

一是强化体系建设，发挥工作合力。进一步健全完善部门

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区农业农村局加强监督指导农药生产者、

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义务；区生态环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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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活动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

理；区财政局加强对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运输和处置的费用

保障；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市场管理和执法检查，为农药废弃包

装物回收工作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和服务环境；区供销社加强

回收集运体系建设，加强对农药销售及回收网点的经营指导和

管理，进一步提高回收率。

二是强化政策引领，发挥示范带动。组织开展“三联三送

三落实”活动、日常检查，同步做好农药法规规章知识宣传。

通过发放“实施农药实名制购买告知书”和“购买农药请出示

身份证”宣传牌，与主体签订限用农药退市承诺书等，提高主

体自律意识。结合“肥药两制”改革综合试点创建，建设一批

改革示范农资店，进一步规范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台账登记。

三是强化规范处置，发挥服务效能。确定了绍兴农丰农资

有限公司、绍兴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作为集运、无害化

处置单位。绍兴农丰农资有限公司与各镇街签订了农药包装废

弃物委托集运协议，确定全区农资经营店承担农药废弃包装物

回收任务，印制了相关制度、台帐，并对各回收点负责人进行

了业务培训。

新昌县梅渚村积极打造“无废村庄”

一是重视“无废”源头，抓实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居民减少

生活垃圾产出，抓实源头分类投放，全村均布局设置垃圾分类装

置，保洁员每日定时上门收集，进行垃圾再次细分。循环利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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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资源，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对易腐垃圾进行机械堆肥产

生有机肥，奖励垃圾分类示范户，其他垃圾直接打包对接终端，

形成“产废—用废—再循环”的绿色闭环。

二是打造“无废”空间，引领绿色经济。梅渚村所有民宿试

行取消提供“六小件”等一次性消费用品，餐饮类企业倡导“光

盘行动”、提供“小份菜”、试行取消提供一次性碗筷等行动。

梅渚村影像馆和记忆馆通过收集村民陈旧物件，向游客们讲述梅

渚村的历史变迁，文旅融合，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倡导“无废”生活，凝聚广泛共识。定期组织垃圾分类

宣传、废旧物品交换、小物件修补等活动，引导村民践行废旧物

品再利用的生活理念；不定期开展以“无废”为主题的宣讲活动，

使“无废”的理念深入人心。积极推动“无废细胞”建设，倡导

“无废旅游”，为“无废村庄”的建设夯实基础。

四是形成“无废”习惯，培育文明村风。大力开展文明家庭、

垃圾分类示范户等创建活动，助推形成家家“无废”的绿色消费

习惯。组建“无废宣传”志愿者队伍，落实落细“无废村庄”理

念宣传工作，营造人人争做“无废先锋”的文明村风。

简 讯

1、绍兴市基本完成“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总结评估工作，

总结评估报告、危险废物“三个能力”建设情况报告和《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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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垃圾分类经验模式》《绍兴市“三全”型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绍兴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泥浆渣土领域经验模式》

《绍兴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装配式建筑）模式》《绍兴市

“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和高质量发展模式》

《绍兴市全面打造源头减量-全量收运-规范利用的链条式危险

废物精细化管理模式》《绍兴市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链条监管回

收处置模式》《绍兴建立设计科学、高位推进、长效常治的“无

废”推进模式》《打造政企联动、市场活跃、竞争有序、保障

完备的 “无废”市场体系“绍兴”模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绍兴市打造“数字无废”新模式（“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

10个专题绍兴模式已通过市政府上报生态环境部。

3、赴省生态环境厅专题汇报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

台省级功能架构建设情况.

4、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以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入

选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市级部门和区、县（市）“争先·率先”

实绩比拼活动八个展示部门之一。

5、4月 7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来绍学习考察“无废城市”

建设的工作经验和先进做法。

6、4月 16日，我市在完成全域“无废城市”工作调度的基

础上，印发了绍兴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通

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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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月 19日，新一轮无废专班挂职干部到岗到位。专班召

开例会，系统学习“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内容，并布置近阶段工

作任务。

8、4月 13日，全省“五水共治”（河长制）工作现场会在绍

兴市上虞区召开。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七年治水工作成效，对新

一轮的深化“五水共治”碧水行动和 2021 年治水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推动“五水共治”工作迈向新征程，助推高质量发

展。

9、绍兴市生态循环园（二期）焚烧厂建设完成（其中生活

垃圾 1000吨/填，一般工业固废 500吨/天），拟投入试运行，

柯桥区计划调剂 400吨/日生活垃圾至该焚烧厂处置。

10、4月 14日，柯桥区农业农村局召开“肥药两制”改革综

合试点工作推进会，会议明确了“肥药两制”改革将进一步促使

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的目标任务，制定了工作清单，从源头上

减少农业生产废弃物的产生。

11、4月 16日，上虞区蔬菜生物降解地膜应用示范现场会

在盖北镇举办，推广可降解地膜，促进农业固废源头减量。

12、近日，诸暨市“无废办”开展对废活性炭再生、一般固

废烧结砖利用、丰泉浬浦固废处置中心垃圾焚烧技改、毒有害

垃圾收集点建设、轻纺类工业垃圾收运及处置、农药废弃包装

物收储仓库标准化建设等项目“回头看”督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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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月 22日，新昌县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危险废物治理

专项行动部署会精神，进一步规范工业固废收运及处置工作，

扎实推进全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组织召开了“新昌县固废大

排查大整治推进会”。全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责任部门、各乡镇

（街道）、高新园区（经开区）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参加会

议。

14、省生态环境厅以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建设

为典型，在公众号发布《绍兴市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

面提升“无废城市”建设信息化水平成为》，作为“浙江省全

域“无废城市”建设巡礼系列”的第一篇，供各地各部门学习

借鉴。

15、4月 27日中央编办来绍调研“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

相关工作。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发：各区、县（市）委、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编 辑：杨晶晶 审 稿：钱进 签 发：方林苗


	一支特色宣讲团队。主题月期间，绍兴各地积极开展《条例》巡回宣讲，结合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