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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创建“无废细胞”，营造共建共享氛围，推动
公众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重庆市、深圳市、包头市、铜陵市、威海市、绍兴市、雄
安新区、北京经开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制定无废学校、
小区、公园、商圈、饭店、景区、机关等“无废细胞”评价标
准，以小带大，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自“无废城市”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北京经开区以绿
色发展为基本点，围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固体废物源头
减量、资源化利用以及安全处置等领域，开展“无废城市
细胞”建设工作，从每一个“细胞”的养成开始，打造“无废
城市”。

三亚市借助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优势，重点推进白
色污染综合治理、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固体废物智慧监
管、国际交流平台构建等任务，推动形成绿色生活和消费
样板区、“无废”旅游文化示范区和开放合作试验区。建
立从入岛到离岛的“无废城市”第一印象区，着力打造面
向 国 内 外 的“ 无 废 窗 口 ”。 此 外 ，作 为 中 国 首 个 加 入
WWF 全球“净塑城市”倡议的城市，三亚市结合“无废酒
店”“无废旅游景区”、绿色社区、绿色校园等“无废”细胞
工程建设，深入开展“无废城市”进校园、进社区、进景
区、进企业等活动，向公众宣传“限塑”知识。同时，为
公众搭建了常态化、社会化的海洋环保科普平台，防
治海洋塑料污染。目前三亚部分超市商店、景区景
点、医院、学校等重点行业和场所已率先开展限塑
减塑工作，逐步拒绝“白色污染”，使用或出售全生
物降解塑料制品。

瑞金市利用废弃矿山，建设红色实景演艺
项目，发展红色教育培训和“无废城市”建设

宣传教育基地，开创“红色旅游+矿山修复”
新路径。

深 圳 市 加 大 快 递 绿 色 包 装 应 用 推
广力度，向邮政快递企业及有关电子商

务企业印发《深圳市同城快递绿色包
装管理指南（试行）》和《深圳市同

城快递绿色循环包装操作指引
（试行）》，进一步推动深圳快

递包装实现减量化、绿色
化、可循环。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在“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部际协调小组强有力领导下，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推动，从组织保障到理念宣教，从体系建设到技术支撑，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全国范围内次第推

动“无废城市”建设打下重要基础。
2020 年是“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攻坚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 18 个单位编制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2020

年工作计划》，各成员单位从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试点工作大力支持。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安
排中央资金，支持“无废城市”试点地区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国家邮政局在 2020 年行业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要点中要求试点城市邮政管理部门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推进邮件快件包装绿色
治理。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徐州循环产业园项目 45.7 亿元和雄安垃圾处理中心项目 23.5 亿元落地。为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焚烧处理、塑料污染治理等重要批示指示要求，生态环境部指导试点城市将
相关任务纳入试点工作协同推进。

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试点城市将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与工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充分融合，助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绿色制造水平，同时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为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零增长探索路径。

深圳市狠抓全产业链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清理淘汰低端落后企业 601 家，完成强制
清洁生产与自愿清洁生产审核企业 280 家，建设 24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完成 4 个绿色供
应链认定和 55 个绿色产品认证，培育 6 家第三方绿色制造咨询服务机构，实现固废源头
减量329吨/天。深圳市招商工业集团友联修船基地积极创新生产工艺技术，创新采用高
压水刀替换传统钢砂对船壳进行除锈，每年从源头减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8万吨。

绍兴市印染化工产业跨区域集聚提升，做到集聚与技改、集聚与投入、集聚与
提档“三结合”，突出“集聚、集约、集群”发展，34 家印染企业组成 5 个组团，已全部
签约落户并开工建设，余下 13 家也选择兼并重组、转型发展和征收退出方式，取
得实质性突破；化工企业依据国家相关要求、专业机构评估、企业实际产能等全
部制订了“一企一策”，明确了提升路径，目前 21 家企业签订了落户协议。此次
跨区域集聚提升后，预计可腾退印染化工企业用地 6000 余亩，减少日污水排放
量 13.6万吨。

包头市通过制定出台工业固废地方性政策及技术标准，探索利用大宗工
业固体废物开展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加快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
有限责任公司粉煤灰、杨圪楞煤矿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试点，不断提升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

铜陵市在打造铜产业链和磷产业链的同时，探索废石和尾矿回填采空
区，实现“无废”开采。铜矿采选—铜冶炼 LCA 生命周期评价，铜矿井下矸
石综合利用、铜冶炼阳极泥综合利用、有色二次资源回收等项目建成投
运，实现铜延伸加工废料循环利用，铜产业全产业链减废模式初步形成。
探索制定《废弃露采坑一般工业固废处置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建成投
运独山废弃矿坑生态修复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项目。这一项目
在矿区生态修复过程中，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 类固废填充原五星石
料厂遗留的废弃采坑，最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重建、改善矿区的生态环
境、恢复矿山所在区域土地功能的目标，为国内“以废治废”、固体废物生
态化利用探索出一条新路。

为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依托
7 个技术帮扶组、上百名专家，及时开展对口帮
扶指导和专题研究工作。2020年上半年，技术帮
扶组克服疫情影响，组织开展了6次现场帮扶、4次视
频帮扶，并举办了1次高端论坛。对地方提出的需要
国家层面重点突破的内容，组织 10 个专题研究组开
展研究，编制“无废城市”固体废物管理责任清单编制
指南；制修订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国家标准，支持各地制
定地方标准；跟踪指导各地立法和重点制度起草工作。

为压实试点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确保试点方案规定
任务落地见效，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今年以来部际
协调小组办公室开展双月调度，及时了解试点工作进展，
并将有关情况以简报形式抄报各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试点城市政府；召开视频会议调
度许昌市、盘锦市、西宁市、包头市、光泽县、瑞金市等地工作
进展；前往徐州市开展专题调研，参加“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农
业现场推进会，就废旧农膜回收、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模式进行交流。

从上半年试点工作调度情况来看，“11+5”个试点城市和地
区共安排了 945 项任务和 514 项工程项目，现已分别完成 434 项
和 160 项，并初步总结凝练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和创
新做法。

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试点城市将主要农
业废弃物全量利用与美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

模式建设充分融合。
徐州市将秸秆收储利用体系建设与农村土地

流转、新农村规划建设、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充分融
合，保障了设施用地，初步实现政府补贴下市场化运

行。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原则，依托秸秆资
源基础优势，积极拓宽秸秆多种形式利用途径，以秸秆

为纽带进行基料化利用，构建农业循环经济模式；通过
沼气工程建设消纳处理畜禽粪污和植物秸秆，集中收运
500 多家养殖户的畜禽粪便，用于生产沼气，未来还将纳
入更多养殖户，让上亿畜禽实现“近零排放”，实现农业废
弃物高值循环利用。

许昌市积极推广农牧结合生态养殖模式，初步形成“畜
禽粪污—有机肥—农田”生态化循环发展链条。光泽县形成
从肉鸡饲养加工到宰杀废弃物利用的全链条生产模式。

铜陵市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纪人，
建立了市场化、网络化秸秆收集储运体系，建成秸秆标准化收
储站 21 个、堆放转运点 115 个，万华无醛生态秸秆板及绿色分布
式大家居智造产业园（铜陵）项目建成投运，生物质替代燃料技
术改造项目、畜禽粪污及秸秆沼气发电工程、秸秆综合利用生产
木质素项目开工建设。

威海市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同时，积极推动农
业绿色生产、完善农业废弃物收储运体系、提高农业废弃物处置
能力。

为提高固体废物监管信息化水平，绍兴市统筹整合
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物等五
大类固体废物管理系统和重点产废园区、重点固废利用
处置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

深圳市在疫情防控时期，化危为机，加快完成医疗废
物“三个能力”建设，全力打造医疗废物全过程智慧监管
系统和视频远程执法平台，开发医疗机构医疗废物 APP
和医疗废物监管 APP，完善收运联单、异常预警、智能日
报等手机处理功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及
数据图谱等先进技术，实现对治疗医院、发热门诊、集中
医学观察点等地医疗废物产生、收运、处置全过程闭环监
管，全面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针对危险废物跨区域管控需求，重庆市与四川省率
先建立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合作机制和联合执法
机制，在废铅蓄电池、废荧光灯管、废线路板等 3 类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方面，已有 15 家企业被首批纳入“白名
单”。这项制度简化流程程序，提高效率效能，同时明确
联动监管要求。一旦发现两地企业有违法违规等行为，
将及时通报，停止转移，并将企业守法情况纳入环境信用
管理，确保危险废物管理规范。

绍兴市依托“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倾力打造的省固废
治理数字化应用（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用科
技手段对危废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有效管控风险，保障
生态环境安全。可实现固体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全
过程监管，系统基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
术，集危险废物业务监督管理、移动电子联单、转移过
程 GIS 及 GPS 监控、危废视频监控、预警中心、危废大
数据分析决策等应用于一体，构建从产生、收集、贮
存、运输到处置环节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监测预警
网络，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真实、细致、及时、动
态地掌握危险废物的情况提供有力支撑，为领
导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具有推广意义。

北京经开区编制《危险废物分级豁免管
理办法》，探索危险废物分级豁免管理模
式。强化园区内危险废物产生者全过程
的责任，从源头加强监管。鼓励企业引
入第三方，在工厂内部建造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设施，实现危险废物就
地自行处置。同时，探索危险
废物“点对点”利用机制，推
动 危 险 废 物 源 头 减 量 和
资源化利用。

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成
果

1

提升固体废物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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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伊乐

图 为 三 亚 市
“ 无 废 旅 游 景
区 ”鹿 回 头 风
景区。

图为万华秸
秆板业的生
产车间。

图为北京经开区图为北京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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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农业绿色发展转型路径，
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上下联动，
压实地方责任

推动“无废细胞”建设，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建筑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
医疗废物

再生资源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市政污泥

无废城市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深圳固废智慧
监管系统

改善细节振兴产业 养成细胞重塑生活

图为深圳招商工业图为深圳招商工业
集团友联修船基地集团友联修船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