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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关注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
进，新乡市的城市环境得到了显
著改善。街道变得更加整洁干
净，空气更加清新，垃圾臭味和蚊
蝇滋生现象明显减少，居民的生
活品质得到了大幅提升。通过垃
圾分类，居民养成了良好的卫生
习惯和环保意识，邻里之间在垃
圾分类工作中的交流与合作也更
加密切，社区氛围更加和谐融洽，
为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奠定
了坚实基础。

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习
惯，更是一种环保理念的体现。“以
前一个塑料袋装所有垃圾，现在家
里摆了四个桶，孩子比大人分得还
认真。”在牧野区，居民王女士感叹
说，垃圾分类正在深刻改变着她全
家的生活方式。

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广大市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环保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这
种环保意识的培养和传播，将进一
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促进
人们形成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观念，为建设美丽中国贡
献新乡力量。

新乡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的绿色实践
在新乡市人民公园东门广场，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正带着孙子参

加垃圾分类套圈游戏。她准确地将印有“过期药品”的卡片投入红色有害
垃圾桶，赢得了一个环保袋。“以前电池、药品不知往哪扔，现在连孩子都
能分清楚！”她笑着对志愿者说。

自2020年8月高新区试点起步，新乡垃圾分类已走过五年征程。从
最初大部分市民不了解垃圾分类，到如今几乎人人知晓垃圾分类的知识，
这座城市用垃圾减量化率和再生资源回收率，书写了一份生态文明建设
的生动答卷。

为何必须进行垃圾分类？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新乡市的垃
圾也在激增。2012年市区日产生活垃
圾约 600 吨，到 2022 年激增至近 1000
吨，十年增幅超过60%。这一数字背后
是城市扩张、消费升级带来的环境承载
压力。

在未实行分类前，全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仅72%，大量混合垃圾直
接填埋，不仅占用宝贵土地资源，更导

致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和填埋气排放问
题。2024 年，新乡市垃圾填埋场实现
全域封场。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资源浪费。混
合垃圾中的厨余垃圾约占50%，可回收
物达30%以上，这些“放错位置的资源”
若得到有效分拣，每年可创造数亿元
再生价值。而新乡市城管局2022年测
算显示，通过分类资源化利用，全市再

生资源回收效益提升36%，印证了“垃
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一理念。

新乡县朗公庙镇的毛庄村的实践
提供了乡村样本。该村通过精细化分
类，将外运垃圾从1320桶降至4桶，减
量率达 99.7%，证明垃圾分类对破解

“垃圾围城”具有普适价值。

垃圾分类重塑城市生态

垃圾分类的生态效益在我市已清
晰显现。随着2023年10月全市原生生
活垃圾实现零填埋，新乡市、长垣市、辉
县市、原阳县四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
处理生活垃圾4200余吨，新乡市、原阳
县两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均处理餐厨
废弃物130吨，末端分类处理体系使全
市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

焚烧取代填埋后，周边社区异味
投诉减少，厨余垃圾单独处理避免了
渗滤液污染。

毛庄村的“酵素革命”更展现了资
源循环的魔力。村民将菜叶果皮与红
糖、水按比例混合，经过村里“零污染资
源分类中心”制成环保酵素和堆肥，替
代了传统的化肥、农药，不仅能节约成

本，还通过生产加工绿色农产品增收致
富。酵素试验基地产出的麦子价格要
比化肥农药种植的小麦高2到3倍，全
村基本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再利用”，全
村垃圾减量99.7%以上，农村人居环境
大幅提升的同时，当地还把“垃圾分类”

“绿色农业”融入乡村全面振兴之中，形
成“分类—资源化—增值收益”的闭环。

市民如何成为分类能手？

垃圾分类是指按照特定标准对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
理，使其转化为公共资源的系统性活
动。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规范居民生
活垃圾产生和排放行为，推动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的形成，最终实现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我市采用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
种分类标准。

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
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厨余垃圾是指
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
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垃圾，包括
丢弃不用的菜叶、剩菜、剩饭、果皮、蛋

壳、茶渣、骨头等；有害垃圾指对人体
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
危害的生活废弃物，常见的有害垃圾
包括含汞废电池、废荧光灯管、废水银
温度计、过期药品等；其他垃圾则是指
除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以外
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市民应熟悉这些
分类标准，准确识别各类垃圾，确保分
类投放准确无误。

在日常生活中，市民朋友要注意
将各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垃圾桶
内。例如，将喝完的饮料瓶、废旧报纸
等放入可回收物垃圾桶；将剩菜剩饭、
果皮果核等放入厨余垃圾桶；将含汞

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放入有害垃圾
桶；将用过的卫生纸、砖瓦陶瓷等放入
其他垃圾桶。同时，要教育家庭成员
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从源头上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社区是垃圾分类宣传的重要阵
地。市民应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如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主题展览、趣味游戏等，通过这些活
动，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方
法技巧，提高自身的垃圾分类意识和
能力。同时，还可以向社区提出关于
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
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

垃圾分类的制度保障与宣传

202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乡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明确
了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适用
范围、政府和部门职责、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区制度等内容，对解决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主体不按规定
设置分类收集容器、餐厨垃圾“私拉乱
运”问题，规范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管
理，设置了相关处罚条款。其中，未按
要求设置分类设施最高罚款2000元，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
输、处理活动的最高罚款3万元。

新乡市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打造垃圾分类标杆小区，

按照“撤桶并点”要求，规范配套垃圾
分类设施，加快已有分类设施标准化、
便民化升级改造，不断优化垃圾分类
投放点位，提升分类设施功能品质。

宣传教育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手段。新乡市通过多种渠道、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
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
类的良好氛围。2025 年上半年，共组
织各县（市、区）、各相关单位开展各类
宣传活动80余场（次）。其中，多部门
联合发文并在牧野公园举办《新乡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宣传贯
彻活动。5月22日至28日全国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在市人民公
园东门外广场开展全市集中宣传活
动，通过科普宣传、互动答疑、礼品发
放等形式，吸引市民广泛参与，助力垃
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在垃圾分类宣
教馆，通过带领参观、小课堂问答、游
戏互动等形式，向学生们详细地介绍
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垃圾分类的方
法，积极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
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引领整个社
会”的宣传氛围。同时，组织开展垃圾
分类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医院、
进商场、进景区活动，形成了良好的舆
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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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分类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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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惯重塑到城市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