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 19 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处置人员
将装有医疗废物的垃圾桶搬上运转车。 唐奕摄

——重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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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纳入
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作为唯一的省级试
点城市，两年来，重庆市坚持“大思路、大手笔、
大动作，彰显重庆特色”，如期高质量完成试点
任务，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全民共建等“五大
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总结凝练了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和创新做法。

●创新制度体系

降成本、提效率、促发展、控风险，与四川首
创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制度，牵头建立
云贵川渝四省市危险废物联防联控机制和跨省
转移“白名单”制度，相关经验做法延伸至长江
经济带上游。创设小微源危险废物综合收集模
式，服务小微企业 6000 余家。

●夯实技术体系

在全国率先出台锰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制定 3 项地方标准、9 个环境管理规范、8 个技术
指南，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提升固体废物管
理水平。三峰环境率先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全套装备国产化，利特聚欣投运全国首个“产业
废物资源化协同处理中心”，开展了钛石膏低温
干燥、矿山生态修复与建筑垃圾回填、磷石膏煅
烧改性及制备空腔模盒等技术研究。

●完善市场体系

编制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规划，医疗废物集

中无害化处置实现镇级全覆盖。中心城区初步
实现原生生活垃圾近零填埋，餐厨垃圾资源化
利用率达 100%，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近
100%。 新 增 危 险 废 物 利 用 处 置 能 力 78 万 吨/
年，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现社区全覆盖、乡村
50%覆盖，废弃农膜回收体系中心城区覆盖率达
85%。覆盖“设计—生产—回收拆解—再生利
用”等全环节的汽车行业循环产业链初步构建。

●健全监管体系

基本建成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大数据平台，
5734 家涉固危废企业纳入平台管理，对 370
家重点企业以及 116 家二甲及以上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精细化管理。出台垃圾分类
管理办法、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生活垃
圾处理异地补偿制度，严厉打击危险废
物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59 件，
专案查处重点案件 28 起，打掉犯罪团
伙 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66人。

●构建全民行动体系

聚焦多群体，采取多形式，强化“无废
城市”的宣传引导，创建“无废城市细胞”近
600 个，先后组织开展生活创意短视频大赛、
环保星主播、创意艺术展等主题活动，全方位、
多层次宣传试点进度和成效，多元参与、良性互
动的全民行动体系逐步形成。

此外，重庆市还新启动了万州、黔江等 9 区
新一轮“无废城市”建设，并与四川省签订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合作协议，将
“无废城市”建设拓展至重庆市全域及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加快解决区域固体废物污染问题，
全面提升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为全国“无废城市”“无废社会”建设积累
更多经验、提供更好示范。

程竹青

“无废城市”五大体系亮出重庆特色

餐厨垃圾回收 孙凯芳摄

重庆大力推进农膜回收。图为废弃农膜回收点。 龙丹梅摄

2020 年 8 月 26 日，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磷石
膏库闭库治理工程现场，原本磷石膏堆积的白山治理后
变成了青山。磷石膏库闭库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满足闭库
后的安全、环保要求。工程于 2019 年年底基本完成了整
治工作，实现了全部覆土复绿，下一步将在生态治理的基
础上，探索提升城市功能。 谢智强摄

2020 年 11
月 13 日 ，重 庆 、
四川、贵州、云南
四省市签订《关
于建立长江经济
带上游省市危险
废物联防联控机
制》与《危险废物
跨省市转移“白
名单”合作机制》
合作协议。

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供图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山水之
城 美 丽 之 地 ——‘ 我 们 共 建 无 废 城
市’主题宣传活动”在重庆市长嘉汇弹
子石老街举行。目前，重庆市已成功
创建约 600 个区级“无废城市细胞”、
180个市级“无废城市细胞”。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