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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相比，农村垃圾分类进程
相对滞后，难度也更大。今年两会，
刘卫昌带来了关于农村垃圾治理的
相关建议。

过去一年，刘卫昌走访了 126
个村 600 多个农户，就农村垃圾处
置问题进行调研。刘卫昌发现，多
数农村居民没有养成生活垃圾分
类习惯，缺乏生活垃圾分类的常
识。有的村民为了投放方便，往往
将生产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全部
倒入公共垃圾桶，增加了后续处理
难度。

农村财力相对薄弱，收集清运
垃圾也有困难。刘卫昌说，农村人
口相对于城市分布较为分散，生活
垃圾收运距离是城市的数倍。部分
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方面投入较少，尚未建

立专门的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及分类处理系统。

尽管部分地区已建立村级垃圾
分类处理资源化站点，通过堆肥、发
酵等方式就地就近处理，但只在少
数地区运行。由于资金投入不足，
缺乏专业的分类处理设备，大部分
地区还停留在集中收集阶段，将垃
圾集中后进行填埋或转移到城郊进
行处理。

当前农村垃圾治理还存在城市
垃圾下乡、加重农村污染情况。一
些小城市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局限，把
垃圾向郊区、农村等地“转运”，有的
跨县或跨乡镇偷排垃圾，造成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难度增加。

刘卫昌建议制定村规民约或环
境卫生公约，引导村民树立生态意
识、环境意识和卫生意识，利用网络

平台开展宣传，引导村民树立绿色生
产生活观念。建立政府扶持、群众自
筹、公司运营、社会参与的“乡村管
理+公司运营”模式，政府要将农村生
活垃圾规范化处置管理工作所需经
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拓宽筹资渠
道。

可在每个村庄公共场所、每家每
户配备垃圾分类装置，及时由保洁公
司按照分类清运处理垃圾。“建议农
村地区先按照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
垃圾进行分类，由简入繁。”刘卫昌
说。

农村地区有大量用于储水的坑
塘，往往成为垃圾重灾区。刘卫昌建
议，要摸清坑塘数量，建议为所有坑
塘编制档案，实行“一坑一证”“一坑
一长”“一坑一策”管理机制，采取“人
防+技防”管理垃圾。 （新京）

全国范围内如何统筹推进垃圾分类？
代表、委员建议：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

将农村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全国两会驻地，客房内设置了“可回收物”垃圾桶 （受访者供图） 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的客房内，放置了一本《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受访者供图）

2020年是国内生活垃圾分类推行进展
的关键一年。根据住建部等部门印发的通
知，今年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将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5月1日，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标志
着垃圾分类“强制时代”更进一步。

当前，各地垃圾分类标准不甚相同，每
换一个城市就要重新面对“你是什么垃圾”
的灵魂拷问，是否需要统一标准?负责垃圾
分类工作的部门太多，如何提高管理效率?
起步较晚的农村地区如何跟上垃圾分类队
伍?

今年全国两会，多名代表、委员针对国
内垃圾分类的现状、问题给出了建议。

今年，很多代表、委员发现，入住的宾馆
有了新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卜
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5月20日抵达驻地
时，发现客房内的垃圾桶与往年不太一样，
办公桌下放置了一个“可回收物”垃圾桶，卫
生间内摆放了一个“其他垃圾”垃圾桶。

由于和老家垃圾分类方式不同，刘卫昌
正感困惑，就看到桌子上有一本《北京市生
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具体介绍了北京实
施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四种分类方法，并在每种分类中列举了
常见的垃圾。

酒店工作人员介绍，酒店设置了四类垃
圾投放设施，根据客人产生垃圾的情况，目
前每个客房主要设置了可回收物和其他垃
圾两个垃圾桶。餐厅剩余的食物残渣、纸巾
等也需分类投放。“刚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
分类，看了手册之后就明白了，我觉得不
难。”刘卫昌说。

北京会议中心驻地也在客房内设置了
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个垃圾桶，考虑到客
人产生的少量厨余垃圾，客房内的桌子上还
放了一个透明盒子。

工作人员介绍，为减少食材浪费，减量
厨余垃圾，餐饮部厨师们还将从前被丢弃的
西蓝花根、姜皮、芹菜叶等食材边角料进行
二次加工，制作成特色小食，很受客人欢迎。

《北京市宾馆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用
品目录》5月1日起施行，要求北京市的宾馆
不得主动提供“六小件”一次性用品，包括：牙
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记者
了解到，这项措施也已经在两会驻地推行。

■ 现场

两会驻地设分类垃圾桶
不再提供“六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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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点城市有益经验上升为全国统一标准

全国加速推进垃圾分类，一些难
题逐渐浮现。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
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在当前信
息量大、交互沟通强的互联网时代，
各地垃圾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标
志、标识，容易使居民对垃圾分类标
准产生困惑。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
产业转移、人口迁徙，国内跨省人口
流动量不断增大，垃圾分类标准及标
志标识不统一，不利于居民培养固定
的垃圾分类习惯，也将影响相关单
位、机构和企业完整的收购、运输、销
售、加工，以及成品市场等垃圾再利
用产业体系的形成，增加不必要的人
力、物力、财力成本。

今年两会，王济光带来了《关于

建立垃圾分类全国统一标准的提
案》。他建议，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
的垃圾分类标准。按照有利于居民

“认得清、分得明”的原则，结合垃圾
分类后续处理程序，将先行试点城市
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上升为全国
统一标准，确定通俗易懂的分类名
称。统一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标示
语、垃圾桶颜色与对应的垃圾类别
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类别的外语译
文规范，方便各地群众分类投放。

同时，确立垃圾分类全国统一
标准权威性，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按
照统一的类别、品种、标志、标识进
行分类。相关部门和机构要严格按
照全国统一的分类标志设立垃圾分

类投放暂存场所、容器和收运处
置。生产企业在相关商品的包装上
要统一印制相应的分类投放标志。

在全国统一垃圾分类标准的基
础上，推动官方垃圾分类科普平台
建设，推出官方垃圾分类手机 App
及微信公众号，宣传普及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

王济光还建议，将垃圾分类纳入
国民教育大纲，按照由浅入深、由简
到繁的原则，与小学、中学相关学科
内容相融合，并组织开展如垃圾分类
知识竞赛、参观垃圾回收过程等教学
活动，逐步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和
习惯，在学习实践中内化为日常行为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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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垃圾分类基本法
明确综合管理部门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贸
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认
为，我国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垃圾分
类法，对诸如分类标准、投放、清理、
处置以及企业生产者责任与义务等
问题进行具体规范。目前，我国垃
圾分类回收管理法律体系，主要依
托于其他法律法规实现，过于原则
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此外，国内
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较多，涉

及城管、住建、环保、发改等政府部
门，“政出多门，容易导致效率不佳、
责任不清。”

李秀香建议，应尽快出台适合我
国实际情况的垃圾分类的基本法、
综合法及专项法，健全垃圾分类管
理法律保障体系，明确垃圾分类综
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生活垃圾分类
回收、处理等工作，提高垃圾分类实
施效率。

此外，可运用大数据分析及区块
链技术，建立垃圾分类的信息服务和
管理平台，对垃圾分类处理过程、措
施成效和社会成本等因素进行量化
分析，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并将垃
圾分类与信用体系联系，让垃圾分类
纳入信用惩戒框架。还可以适当建
立智能化垃圾投放中心，减少或取消
无效的路边垃圾投放点，避免高成
本、低效率的垃圾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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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分类可先从两类开始
由简入繁

两会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