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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无废城市”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

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建立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为组织推进我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按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等要求，特制

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以“两个绝对”为标准，以“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

按照全国和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全市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总目标，坚持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以工业固体废弃物、

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协同

联动、重点突出、全面推进，进一步健全固废管理机制体制，优

化固废循环利用和污染协同控制，实现源头减量、充分资源化利

用和安全处置，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全面落实“四

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加快建设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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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作出积极贡献。 

试点范围、期限及目标：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范围

为西宁市所辖行政区域,试点时限为 2 年，即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其中基准年为 2018 年。试点工作目标是至 2020 年底，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降低至 0.85 吨/万元、农药化肥减量 20%、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达到 95%、农用地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90%。 

二、任务分工 

（一）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质量 

1．拓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巩固工业固废循环链条。 

针对工业固废产生地域集中、行业集中特点，引进和培育固

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骨干企业，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拓宽粉煤灰等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途径，疏通上下游市场流通渠道，稳

固资源化利用链条。（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

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 

2．强化存量利用和恢复治理，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开展遥感监测与评估，摸清重点区域遗留工业固体废物堆存

底数，建立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管控清单，明确责任主体、风

险防控手段和完成时限，以贮存量较大的工业磷石膏渣为重点，

督促产生企业主动消纳，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 

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在册生产矿山企业按照建设标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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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创建绿色矿山，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

区政府） 

3．打造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示范园区。 

在甘河工业园区打造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的基础上，以

解决园区危险废物管理瓶颈问题为导向，聚焦电解铝、有色金属

冶炼两条循环产业链的延伸，构建园区固废综合利用体系，实现

“变废为宝，变害为利”。（责任单位：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 

（二）促进主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4．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提升农业绿色生产水平。 

严格调控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推广绿色高效农业技术，

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大力推进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建

设，以湟源县试点为重点，完成全市 30 万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行动项目。至 2020 年，全市农药化肥使用减量 20%。（责任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 

5．建立种养循环发展模式，促进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 

围绕湟源县环南山、环北山，湟中县小南川、环拉脊山，大

通县环大板山 5 个环山草食畜养殖开发带产业布局，扎实推进生

态牧场建设步伐，打造“畜-粪-肥-草-畜”循环闭合产业链。至

2020 年，全市生态牧场达到 30 家。（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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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西宁市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粪污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建设规划（2016-2020）》实施，同步开展规模养殖

场排储粪污设施改造和农户防雨防渗养殖粪污临时收集堆放点

建设。至 2020 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到 95%以上。（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政府） 

6．以技术和模式推广为依托，促进秸秆多途径综合利用。 

针对高寒气候条件下秸秆直接还田效率低等问题，推进机械

化粉碎还田、过腹还田技术替代直接还田。探索建立秸秆肥料化

示范模式、设施农业集中区秸秆基料化示范模式、畜禽养殖集中

区秸秆饲料化模式，拓宽农作物秸秆利用途径。至 2020 年，全

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政府） 

7．以长效机制建立为重点，保障农用残膜和农药、兽药包

装废弃物资源利用。 

以回收、处理等环节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农用残膜及农药、

兽药包装废弃物处理职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农用残膜“市

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公共财政扶持”回收处置体系；按

照“谁购买谁交回、谁销售谁收集”的原则，探索建立农药、兽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和奖励等制度。至 2020 年，全市农用

残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回收残膜全部实现资源化利用，对农

药、兽药包装废弃物实施无害化处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各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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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造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县。 

将湟源县作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构

建畜禽养殖粪污、秸秆全量高效自然利用的内循环体系、农用残

膜高值利用与无害化处置的外循环体系，打造制度体系健全、收

运机制完善、处置技术先进的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示范体

系。（责任单位：湟源县人民政府、市农业农村局） 

（三）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9．加强宣传引导，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深入实施全市《关于普及生态文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的实施

意见》，引导公众减少垃圾的产生、减少浪费，培养自觉进行垃

圾分类的习惯。围绕建设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

商场、绿色餐厅、绿色节约型机关，开展“绿色细胞”工程试点

和绿色创建活动，推动绿色生活理念入脑入心入行。（责任单位：

市委绿发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商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各县区政

府） 

10．健全垃圾分类保障机制，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 

严格执行国家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规范，完善全市生活垃圾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投放收运体系。

整合现有垃圾运输能力，合理确定收运频次、收运时间和运输线

路，不断提升全市垃圾收运效率。（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商

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

“
无
废
城
市
”
建
设
试
点
部
际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
  



 

 — 6 — 

会） 

11．补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短板，提高资源化利用率。 

全力推进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推动生活垃圾

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责任单

位：市城管局、市发展改革委、湟投公司） 

科学实施建筑垃圾集中消纳场建设工程，推进消纳场周边建

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建设，积极引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责

任单位：市城管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

湟投公司） 

12．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遵循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巩固优化“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机制。实施农村“厕所革命”，

分类推进旱厕改水厕，不具备改水厕条件的地区推广新型旱厕，

新建住房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至 2020 年底，四区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三县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责任单

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政府） 

13．推进餐厨垃圾资源化体系示范项目建设。 

以现有餐厨垃圾同步收运处置模式为核心，合理设计路线，

进一步扩大收运覆盖范围。充分总结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在制度体

系建设、运营模式构建、综合管理层级三个方面工作经验，推动

餐厨垃圾处置扩建项目和工艺整体升级改造，持续保持餐厨垃圾

收运处置“西宁模式”在全国领跑。（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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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 

（四）强化危险废物安全管控 

14．提升区域、园区、企业三个层次的风险防控能力。 

切实将危险废物风险防控纳入全市环境监管长效体系，

提升区域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工业园区以

危险废物管控制度完善为重点，突出全防全控。企业以规范

建立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和工程防范措施为重点，定期开展企

业环境隐患排查、风险评估、预警、应急演练等工作。（责

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

区管委会） 

（五）逐步完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支撑体系 

15．强化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技术凝练。 

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技术、电解铝灰渣高值循环利用技术、

集中式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技术为重点，形成一批固废综

合利用的成熟技术。（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

委会） 

16．探索固体废物市场运行模式。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利用

等领域，鼓励形成一批有规模、有技术、运作规范的骨干企业。

依法合规探索采用第三方治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实

现与社会资本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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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金融办、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

局、各县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 

17．强化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 

强化联合监管执法力度，严厉精准打击固体废物污染违

法行为，信访、投诉、举报案件办结率保持 100%。加强固体

废物产生、利用与处置信息公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

监督作用。（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

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科学谋划全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设立农业领域、工业领域、生活领域专项工作组，分别制定工业

板块、农业板块、生活板块试点方案，重点打造我市三大领域亮

点和特色。 

（二）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固体废物减量化、高质化利用项

目建设，梳理一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项目清单，发挥项目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面的支撑作用。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

资金投入体系，加大资金投入，统筹整合各类资金，并积极申请

上级专项资金支持，保障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顺利

开展。 

（三）强化宣传引导。制定“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方案，围

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家庭等单元开展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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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传教育，树立“无废”文化理念，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加大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宣传教育和信息公开，有效化解“邻避效

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作用。 

（四）加强技术指导。邀请国内领域知名专家积极参与，分

析解决有关问题，建立并动态更新固废管理项目库，全过程跟进

和指导西宁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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