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

方案(2019--2024)(试行)》解读方案

一、背景情况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2016 年 12 月，

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

制度，强调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

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

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2019 年 6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

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

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

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2/3 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

境，而洛阳市原有两个卫生填理垃圾场(盘龙家和张落坪)均

已饱和，处于封场关闭阶段。我市唯一一座焚烧发电垃圾处

理场，其设计能力是日处理垃圾 1500 吨，随着我市城市规

模不断扩展，生活垃圾处理量将日益增加，生活垃圾处理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

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不仅影响城市景观，同时污染与



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大气、水和土壤，危害城镇居民的身心

健康，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

垃圾分类将缓解城镇化背景下的“垃圾围城”困境，防

止二(口恶)英等对空气的污染，减少渗滤液等对水体、土壤

的污染，减少侵占土地，提高湿垃圾，可回收垃圾等资源化

利用，从而达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

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46 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46 个重点城

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 年底前，要求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逐渐从局部示范向全国推广，目标到 2025 年，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目前，

全国率先在 46 个重点城市进行了垃圾分类试点，我省郑州

市包含其中。

二、起草过程

根据 2017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7〕 26 号文件)和 2017 年 12 月 20 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的通知》(建城〔2017〕 25 号文件)要求，在 46 个重点城

市试点的基础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2018 年，



河南省住建厅《关于印发 2018 年全省城市建设管理工作要

点的通知》(豫建城〔2018〕 1 号文件)确定把洛阳、开封、

焦作、安阳作为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城市。

自 2018 年 8 月底我市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我们城管环

卫部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一是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注重

工作引导，先行先试。组织人员到郑州、杭州、厦门等地考

察学习，邀请同行业专家上门培训，在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

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成功之路。二是加强宣传工作。市、

区两级配合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先后制作了 6 期专题

宣传片，报刊发表各类文章 12 余篇，普通垃圾分类知识，

提升分类意识。三是有序推进。坚持“社区为主、企业引领”

的原则，截止目前，已在 27 个社区约 6 万户居民家庭中开

启了我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为制定我市《生活垃圾分

类实施方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17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后，刘宛康

市长和王琰君副市长及时做出批示，要求城管部门认真组织

学习，研究推进措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亚同志就贯彻会议精神做出了重要批示。并在今

年 7 月 11 日“《网上舆情》地级及以上城市垃圾分类工作

全面启动引关注”上批示“此事总书记有要滶，外地有经验，

群众有期盼，洛阳要有行动。”为此，我们通过结合前期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情况，按照郑州模式，结合洛阳实际，特制

定 了 《 洛 阳 市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管 理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2019--2024)》。

三、主要内容

《洛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2019-

-2024)》的主要内容为:

1、总体要求:强调了垃圾分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实施范围和主要目标。

2、主要任务:把促进源头减量、倡导绿色消费、加强“限

塑”管理，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从积极推进分类投放、

完善分类设施配置、实施分类运输、落实分类处理、强化责

任分工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

3、建立了推进垃圾分类的保障机制。从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垃圾分类工作体系，强化过程监管，落实保障措施等方

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四、主要特点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一是明确了“政府推动，全民参与，规范标准管理”的

要求，强化属地管理，发挥公共机构和企业示范带头作用，

引导社区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加大宣传力度，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二是因地制宜，按照“试点先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的步骤，参考外地市成功经验，逐渐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在全



市推广。创新方法，积极探索特许经营和网络+志愿者服务

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三是科学筹划，协同推进。统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处理各环节在时间、空间和流程上的关系。做

好顶层设计，加强生活垃圾配套体系建设，形成统一完成、

能力运应、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