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在厦门成为新时尚，
全市实现城乡垃圾分类全覆盖

我市已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
分类制度

全面
覆盖

管理
升级

厦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 增进绿色福祉

“在垃圾分类开展以前，各种垃圾混在一起，
大家随意扔在没有盖子的塑料桶内，污水、臭气经
常溢出来。”回忆起垃圾分类前的小区环境，湖里
区殿前街道科技村居民管春梅很是感慨，“现在的
变化可大了，小区的垃圾集中在一个点，分类投
放，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

科技村小区环境的变化，是我市上千个小区
的真实写照。

我市生活垃圾实行四分类法，分别是可回收
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不同种类的
生活垃圾，采用不同的标志图形符号和颜色来指
代，方便居民投放。

为了引导居民做好前端分类，我市先后投入
40万个分类垃圾桶（现已逐步减至6.7万个），并
常态化做好垃圾桶清洗和消杀工作，确保功能完
善干净无味；推进高楼撤桶和点位优化，将全市小
区的垃圾投放点由2017年的3.6万个，优化合并
到2022年的4800多个，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将垃
圾收集点改造为垃圾屋并设置洗手盆等设施。

疫情期间，我市环卫部门还在全国率先设置
了“废弃口罩投放专用桶”，增强居民卫生意识，减
少病毒传播风险。

我市还积极倡导居民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践行“光盘行动”，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

中端 从多次转运到分类直运

前端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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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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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文林 林时蔚
从中心城区，到高山农村；从机关事业单位，

到企业工厂；从医院学校，到酒店商场……在如今
的厦门，随手做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大部分市民
的生活习惯。厦门这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也因生活垃圾分类的全面推行，而变得更加美丽。

我市从2016年8月开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厦门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相关部门以实现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抓住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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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国领先的垃
圾分类“厦门模式”，有效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助
力绿色低碳发展。

如今，在厦门的大街小巷，不时可以看到喷涂
不同颜色的垃圾收运车，绿色代表厨余垃圾，橙色
代表其他垃圾……这些收运车像公交车一样，有
固定的行驶路线、固定的站点，分别收运不同种类
的垃圾。

在开展垃圾分类以前，我市城区的生活垃圾
要经过多次转运，先从小区到清洁楼，再到中转
站，最后才到末端处理厂，各种运输工具轮番上
阵，不仅增加了“跑冒滴漏”造成的污染问题，也降
低转运的效率。

我市把推行“垃圾直运”作为垃圾分类的一项
重点工作，目前，全市建成区已基本实现四类生活

垃圾分类直运，并启用直运App协助管理，生活
垃圾收运工作实现类公交线路标准化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垃圾直运后，原有分布在城区
内的清洁楼也实现“转型升级”:有的作为垃圾分
类科普中心、可回收物服务点、直运车对接点，有
的改造成为爱心驿站，方便环卫工人休息。清洁
楼功能转换后，可消除原先生活垃圾二次转运产
生的影响，较好地破解邻避效应，进一步提升城市
环境。

我市还积极推进“错峰直运”，让垃圾收运车
辆错开交通早高峰和晚高峰，减少对市民正常生
活的影响。

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坚持“末端牵引前端”，遵
循适度超前的原则，布局建设垃圾分类处理设施，
确保垃圾处理能力与产量相匹配。

近年来，我市已建成集垃圾焚烧、厨余垃圾资
源化利用、有害垃圾集中处理、大件垃圾处理和可
回收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垃圾处理体系。全市垃圾
焚烧日处理能力达4350吨（2023 年将升至 5850
吨）、厨余垃圾日处理能力达1100吨、有害垃圾和
工业固废年处置能力达4.65万吨，垃圾也实现了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后坑、海沧垃圾焚烧发电厂被授予国家
“AAA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最高荣誉，实现我
省在该领域“零的突破”。

当前，我市有多个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项目
同时在建，分别是规模为1500吨/日的东部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三期），规模为400吨/日的厦门生
物质资源再生项目一期工程，规模为45吨/日的海
沧低值可回收物分选中心等，到2023年全市垃圾
处理综合能力有望达7900吨/日，将进一步提升我
市垃圾分类整体水平，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垃圾分类
市民参与率
超95%

目前已实现全市城乡垃圾分类全覆
盖。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均超
95%，准确率超 85%，垃圾回收利用率超
43%，吨垃圾焚烧发电量较分类前提高超
30%。产生的清洁能源输送到千家万户，
大大减少碳排放。人均垃圾日产量从原
来的1.3公斤减少到0.95公斤，总量增长
明显趋缓。

末端 从填埋为主到资源化利用

我市持续完善垃圾分类
末端处理设施。图为海沧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亮点

厦门生活垃圾分类
三个发展阶段

2017年3月-2019
年底，力推全覆盖全
普及（即1.0版本）

第一阶段

2019 年 底 - 2021
年5月，加强标准化管
理（即2.0版本）

第二阶段

2021年5月至今，
聚焦“减量化”和“资
源化”（即3.0版本）

第三阶段

数据

▶居民自觉
做好生活垃圾分
类。（本报记者 吴
海奎 摄）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图为图为
中小学生在参观市环卫科普馆中小学生在参观市环卫科普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我市建成区已基本实现四类生活垃
圾分类直运。图为环卫工人在收运低值
可回收物。 （本报记者 吴海奎 摄）

在住建部对全国重点城市垃圾
分类工作考评通报中，厦门市连续18
个季度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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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厦门模式”被国家发
改委列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
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单

2

2022年，市环卫中心荣获全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3

2017 年 9 月，《厦门经济特区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颁布，成为全
国第一部全链条垃圾分类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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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现场会在厦门召开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