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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目标，厦门怎么做？

这座城市已经给出自己的答案——
源头减量，绿色生活，无纸化办公

为环境减负，净菜上市、光盘行动减
少餐厨垃圾产生，生活小区也开展

“精细化”分类，“让蓝桶变得多多的，
让黄桶变得少少的”，随手做好垃圾
分类已成为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习惯，
人均垃圾日产量日益减少，生活垃圾
生产增速减缓。

资源再生，变废为宝，厨余垃圾被
制成有机肥料和环保酵素，清洁楼也
改造为泡沫压缩站、再生资源回收点，
将其他垃圾中的低值可回收物专业分
拣、逐步制成生活用品原材料，我市可
回收物处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专车收运，专业处理，全市开展“定
点收集、桶车对接、公交化运输”的错峰
直运模式，将各类垃圾送入不同末端处
理厂，通过高温焚烧、产沼发电、卫生填
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坚持“末端

牵引前端”，我市还精心布局建设垃圾分类处理
设施，形成较为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置体系，并通
过工艺先进的烟气净化系统、24小时不间断除
臭降尘等设施，减少对周边影响。

如今，厦门建立起“垃圾前端、中端、末端
处置一体化”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新模式，形
成了收集、运输、存放、分拣、处置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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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居。

街角红橙蓝绿 添彩美好生活
围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厦门交出高分答卷

●我市垃圾分类成
绩连续 19 个季度
位居全国前列，持
续领跑全国

●建立起“垃圾
前端、中端、末
端处置一体化”
的城市生活垃
圾管理新模式

●人均垃圾
日 产 量 从
1.3 公斤减
少 到 0.95
公斤

●全市最初投入的40万个
分类垃圾桶，今年已经减至 6.7
万个；全市3.6万个城区点位，

至今也逐步优化合并至 4585
个，建设垃圾屋（亭）1600余个，

安装监控1000余个。
●2022年前三季度，全市针对

垃圾分类执法近7万件，累计罚款

100多万元，基本实现垃圾分类
全流程执法、全链条一体化管理。

●各区推行其他垃圾和厨余

垃圾早晚2次错峰直运，结合直

运 App，合理规划643余条直运

线路，对 7555处接驳点进行错

峰直运，投入直运车辆1071辆。
●截至今年，厦门垃圾焚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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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本报记者 柯笛
通讯员 李文林 林时蔚
当垃圾分类成为顺手而为的日常习

惯，厦门这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也
变得更加美丽宜居。

如今的厦门，城市环岛沿线“海清滩
净”，白海豚频频现身；市容洁净水平与
垃圾综合处理能力稳居全国一流，垃圾
不落地、不入湖、不入海；垃圾分类成绩
连续19个季度位居全国前列，持续领跑

全国……光盘行动、少用一次性用品、资
源循环利用、绿色低碳等环保理念，也已
成为厦门市民的自觉行为，全国文明城
市的金字招牌因环卫事业发展而变得更
加亮眼。

从不同岗位的环卫工作者，到城
镇乡村的每一个居民，不论身处何方，
都肩负同一份责任，守卫同一个家园。

厦门垃圾分类，分出美丽宜居的
城市今貌，也分出赓续绵延的“厦门模
式”。

今年，是精益求精的一年，也是守
正创新的一年。2个省级示范区和39
个样板片区建设垃圾分类有序创建，
各区争相申报“无桶”小区、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城中村”垃圾分类模式和
督导员模式创新专项试点，低值可回
收物分拣中心已投入使用，厨余垃圾
开展源头协同处理试点——垃圾分
类，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印在心中的
要求，落在实处的动作。

2022年，厦门市垃圾分类工作已
经走到第六个年头，全市上下围绕“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断推动
垃圾分类工作向纵深发展。跑出加速
度，开启新征程，岁末迎新之际，厦门
垃圾分类向全体市民递上一份内容丰
满的年度答卷。

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沧海弄潮，时不我
待。从力推全覆盖全
普及的“1.0版本”，到
加强标准化管理的

“2.0版本”，再到聚焦
“减量化”和“资源
化”的“3.0版本”，我
市垃圾分类工作迈
入新的征程，将加
大力度、设立目
标、狠抓落实，继
续打造厦门垃圾
分 类 3.0 升 级
版。新的一年，
要如何谋求新
发展？实现新
突破？为自
己 设 问 ，厦
门将继续寻
找 新 的 答
案。

垃圾分类督导员顾守在用四年将
“荒地”开辟成沃土，曾经被称为全梧村
街道“最难做最偏僻”的文园公寓一期投
放点，在他手上提分接近一倍，环境也大
变模样。

闽南特色红地砖有序铺设，在原先
的垃圾投放点上，一座中式凉亭拔地而
起，与周边景观相融合，殿前街道现代家
园小区经过整体改造，小区绿化得以重
构，曾被人避而远之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美观、舒适、
便利。

清早等候在生活垃圾接驳点，当分

类垃圾桶与垃圾收运车首尾对接，收运
车驾驶员只需摁一下开关，垃圾的吐出
与接收便在5分钟内全程无泄漏、无渗
液地全部完成。

在分类收运后，垃圾走向属于自己
的归宿。作为垃圾处理的终端，海沧再
生能源电厂绿树成荫，碧草如茵，三角梅
竞相绽放，垃圾焚烧烟筒边还设立了观
光平台和咖啡厅，不时飘出阵阵咖啡香，
更主动打开大门邀请市民进厂参观。

位于海沧区的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
物分拣中心项目也已投入使用，分类好
的塑料、纸塑复合材料等低值可回收物

将转化为塑料颗粒，成为塑料袋、晾衣
架、牛皮纸、文具等生活用品的原材
料，实现“垃圾”到“资源”的转变，拉
动绿色发展、引导绿色生活。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这座城市
的每一次进步，都凝聚了全民一心
的坚实力量。朝着目标，以行动昭
示决心，面对质疑，用结果交付答
案，每一份坚守，都见证着发展的
壮阔进程，每一次突破，共同铸
就身边的文明底线。

优解 从有到强，赋予新含义 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项目投入使用

答题 精心精细，探索新解法 建立“垃圾前端、中端、末端处置一体化”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新模式

追问 立足当前，寻找新答案 各区争相申报创新专项试点
推进垃圾分类“厦门模式”

▲垃圾收运车辆准时来到生活垃圾接驳点，与分类垃圾桶对接收运。(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梧村街道文园公寓一期投放点垃圾分类督导员
履职尽责，改善投放点环境。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在垃圾末端处理厂，垃圾收运车在卸料区将生
活垃圾投入垃圾池中。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位于海沧区的全国
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
中心项目已投入使用。

(陆海环保 供图)

▶厦门街头
花团锦簇、
绿意盎然，
环卫工人守
护街道的干
净整洁，努
力创造美好
生活环境。
(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金山街道金山社区锦绣金山小区垃圾投放点改造提升后整洁漂亮金山街道金山社区锦绣金山小区垃圾投放点改造提升后整洁漂亮，，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金山街道金山街道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