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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
全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是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等，将固
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
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抓手。

建设全域“无废城市”，主要是指强化不产废、少产废的鲜明导向，
围绕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让社会生产更集约、生活更绿色，也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腾
出环境容量和空间资源，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

“无废细胞”
生成城市生态循环机理

现代化的厂房，高大上的设备⋯⋯走进浙江国镜药业
有限公司废弃物处置中心，丝毫闻不到一点垃圾的臭味。
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负责人李光全介绍，公司如今构建了
绿色供应链，实行绿色环保采购，原材料优先选择无毒无
味可回收的产品。

“我们公司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厂区照明设备实现了
节能管控全覆盖。公司还成立了EHS工作管理小组，专职
管理工业固废污染防治工作，健全企业工业固废管理制
度，规范化管理固体废物。”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公司还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工业固体
废物的产生量，降低工业固体废物的危害性，并成为了浙
江省首批“无废工厂”。

位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丽水市杭丽热电有限公司
是一家主要从事热（蒸汽）、电力的生产和销售，粉煤灰综
合利用的企业。

作为丽水经开区“无废工厂”建设先行试点，这家企业
积极开展工业固体废物核查并形成核查报告，全面加强全
厂区的的工业固体废物规范性管理，包括贮存设施建设及
管理、管理制度执行以及厂容厂貌、标签标识执行等情况，
为丽水经开区“无废工厂”全面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先行经
验。

从“无废工厂”放眼社会，丽水将“无废”理念融入方方

面面，并开展学校、医院、工厂、工地、乡村、景区等“无废城
市细胞”建设。

对景区工作人员、村民、商户倡导“无废”生活方式和
绿色、低碳、健康生活理念；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合理布局
环卫设施，加强垃圾分类收集，制作符合景区特色的四分
类垃圾桶⋯⋯在缙云仙都景区，“无废景区”的建设擦亮了
景区的绿色底色。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近年来，丽水在

“无废城市”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无废细胞”，这些小小的
“小细胞”，共同构成城市的“大肌体”，将“无废”理念深入
城市的毛细血管。

“目前，浙江省评第一批‘无废工厂’，我市入选 1 个。
完成县级验收‘无废细胞’121 个。创新增加‘无废小区’

‘无废机关’等‘无废城市细胞’类型。”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固管中心负责人楼激扬说，各行各业通过“无废细胞”创
建，真正实现了把无废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并辐射带动更
多的“无废细胞”养成，成为生态循环的机理。

“无废模式”
描绘资源再利用范本

要想做到“无废”，自然不能回避“废”的问题。如何持
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将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降至最低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
摸索，丽水为此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解题思路。

“我们通过开展一般工业固废规范化管理，大大减少
了需处置废物的数量，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每
年可以实现回收废纸 100 余吨，废缠绕膜 20 余吨，每月产
生的需处置工业固废仅为 1吨左右。早些年困扰经济开发
区内的工业固废处置难题，在山蒲从来没有发生过。”缙云
县山浦照明行政总监徐继东说。

秉持清洁生产理念，发展循环经济是丽水大力推动
“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自“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开
展以来，丽水各县（市、区）与创建企业通过从多方面着手，
努力提高企业的资源回收利用率。

以山蒲照明为例，2013 年，该企业就投资近千万引进
瑞典MRT公司所生产的MRT汞回收处理设备，建立了自行
处理各类废弃荧光灯管的完整体系，企业产生的含汞废玻
管全部通过设备在厂区内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实现危险
废物不出厂。

在云和县，也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循环利用好方法。
即在已形成的木制玩具、阀门、轴承、钢压延等四大主
导 产 业 内 ，让 这 些 产 业 之 间 的 一 般 工 业 固 废 经 过 有 效
处 理 后 ，能 够 实 现 互 补 和 循 环 利 用 。 如 浙 江 智 木 玩 具
有 限 公 司 的 厂 区 内 遍 布 大 大 小 小 的 管 道 ，木 玩 生 产 过
程中产生的粉尘废渣通过排风系统进行统一收集。“阀
门 行 业 的 固 废 ，通 过 回 收 加 工 之 后 再 次 给 阀 门 行 业 使
用 ；木玩行业的边角料和木粉 ，既可以做燃料 ，也可以
用来造纸、做纤维⋯⋯”云和县一般工业固废处置中心
工作人员叶志强说。

不仅是工厂的工业固废，百姓生活垃圾的处理亦是推
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关键小事”，生活垃圾经精细化分拣

后的资源化利用成为减量的关键之举。
在莲都区，正在探索可回收物“预约上门”制，健全易

腐垃圾“统一收运”制，居民小区产生的垃圾实现专人专车
专运，在全市率先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清
运、分类处置体系。今年前三季度，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达 92.93%、回收利用率达 53.61%、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

“小到生活垃圾分类，大到工业固废处理，丽水各区县
市均有创新做法。”楼激扬介绍，在丽水现已形成了生活垃
圾智慧化治理模式、再生资源收运处新模式等一批无废处
置模式，也正是有了这些模式的打样，“无废城市”创建已
在当地蔚然成风。

数字化赋能
丽水“无废城市”建设

打造“无废城市”建设除了多方共治，也少不了数字智
慧的助力。

“我们全面应用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平台，实现固体
废物管理台账、转移联单电子化，着力提升监管信息化水
平。建立并运用‘天眼’守望固体废物监管系统，提升了
固体废物污染预警能力。”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周国
伟说，通过这两个平台，不仅可以清晰掌握固体废弃物的
底数、实现过程可溯，政府部门还能依托其对产废单位进
行监管、对分析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数字化、信息化的建设是加强固废监管的有效手段。
为了让“智”治平台更管用、好用和实用，丽水各个县（市、
区）在上述基础上搭建起了自己的智慧监管平台。

比如在云和县，危险废物收储转运中心通过“无废云
和”智慧监控平台，实现企业下单，收集转运中心在线接
单，专用车辆上门清运进行集中统一收储，再统一委托处
置单位安全处置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危废收集、运输、储
存的全生命周期监控和管理。

“不仅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平台上的信息，环保部门也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监管所有的产废单位和整个云和的危
险废物产生情况。”云和县危险废物收储转运中心总经理
王伟军介绍。长期以来，云和众多小微产废企业单家产废
量少，危废处置企业不愿接收，即使签了危废处置协议，由
于处置费用高等原因，普遍存在产废企业危废处理难的问
题。如今有了县危险废物收储转运中心的支持，大部分小
微产废企业的危险固体废物都能得到妥善处理，真正做到
了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

在丽水，“无废城市”建设已进入攻坚期。“建设‘无废
城市’，是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应有之义。我们要让‘无废’理念成为社会风气，成
为民众的精神素养。”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书记、局长雷
金松表示，接下来，丽水将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

“无废细胞”等建设，发挥好各类无废载体的辐射带动和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点上示范变成全域面上风景，让“无废”
理念切实融入生产生活的全过程、各领域，让“全域无废”
成为共同富裕的“必备品”。

让“全域无废”成为幸福丽水的“必备品”

丽水丽水：：把把 建设推向全域建设推向全域

眼下，丽水正在进行一场

力度空前的“战役”。

浙江是全国第一个以省

政府名义部署开展全域“无废

城市”建设的省份。在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背景下，丽水将建成全域“无

废城市”列入其行动计划。不

久前，丽水召开“无废城市”建

设工作攻坚会，继续释放实现

全域“无废城市”的信心。

信心源于近一年来我市

富有成效的探索路径——其

打造了 28个“无废细胞”，探

索了一批有效的“无废模式”，

并发挥数字优势赋能无废管

理等，推动源头减量和综合利

用水平不断提升。

于丽水而言，“无废城市”

是城市迈向共富过程中应有

的环境面貌，也将在精神文明

建设上为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山区样板提供更多给养。

““无废城市无废城市””
文/刘淑芳 周如青 董浩 李靖

“无废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各领域、各环节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与日俱增、种类日益复杂。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废、

危险废物……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就是要强化不产废、少产废的鲜明导向，让社会生产更集约，生活更绿色，同时

也为高质量发展腾出环境容量和空间资源。

围绕这一目标，丽水全域“无废城市”如何建？目前进展如何？

全力实现全域无废目标

浙江是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名义部署开展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
省份。去年 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3 年年底，全省所有设区市和半数县（市、
区）建成“无废城市”的目标，基本实现产废无增长、资源无浪费、设施无
缺口、监管无盲区、保障无缺位、固废无倾倒、废水无直排、废气无臭味。

围绕这一全域无废目标，丽水明确到 2022年，要全域完成“无废城
市”建设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产废无增长、资源无浪费、设施无缺口、监
管无盲区、保障无缺位、固废无倾倒、废水无直排、废气无臭味。

自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启动以来，丽水牢牢把握“产废源头减
量、资源高效利用、废物安全处置、管理精细到位、机制科学长效”的总
体目标，不断与美丽丽水建设、垃圾分类等工作有机结合，并将“无废城
市”和“无废细胞”的建设纳入丽水市政府对县政府的考核，不断统筹协
调市级各个部门，合力推进丽水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2021年，丽水市政府组建了丽水市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
进一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到实处。工作专班多次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召开“无废城市”建设推进会和调研会，积极掌握各
相关部门、各县（市、区）创建工作中的进展和问题难点，群策群力，解决
实际问题，为丽水市下一步“无废城市”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截至目前，丽水市“无废城市”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龙泉、云和
等县市在原定“无废细胞”七大类创建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创
新充实“无废机关”“无废家庭”等内容，为“丽水经验”增光添彩；“无废
载体”等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

从源头集约减量

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源头
的“减肥瘦身”和“精分细拣”，是解决固体废物问题的根本出路。

截至目前，丽水完成 108家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完成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 56 家，“低散乱”整治 358 家；小微产废企业覆盖签约 1170 家,覆盖
率为 92.2%。

丽水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改进施肥方式方法，“肥药两制”完成涉农
县全覆盖，建立综合试点县 9个，“肥药两制”改革农资店 90个。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面，我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覆盖面达到 97.36%，农村生活垃圾覆盖面达到 90%，接近达到 100%
的任务目标，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3.72%，新增省级高标准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12个。

治理塑料污染工作全面推进，我市发改部门以平面宣传和线上宣
传平台为主，实现宣传多方位、广覆盖。一方面，在户外LED大屏，小区
道闸、电梯、丰巢柜，网约车车身等受众面广的区域设置塑料污染治理
相关宣传标语。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等线上平
台普及塑料污染知识、宣传治塑政策，努力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整
治塑料污染的良好氛围。青田、云和、庆元、松阳、景宁等地发改局纷纷
开展了“治塑再出发”“限塑令”宣传行动等治塑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
向群众讲解塑料污染知识，倡导绿色消费生活方式。

全面促进固废资源再利用

从源头减量是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回收利用则
是实现源头减量的关键手段。只要回收利用得当，大部分固体废物都
可以变废为宝，这也是“无废城市”的重要内涵。

废物安全处置工作稳中有进。严格落实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分类
规 范 贮 存 ，完 成 我 市 98 家 重 点 产 废 企 业 现 场 规 范 化 检 查 ，达 标 率
100%。医疗废物集中收集体系实现全覆盖，医废安全处置率保持
100%，医疗卫生机构可回收物资资源回收率达到 100%，均达到指标要
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有序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
达到 63.9%，农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98.5%，病死猪无害化集中处理率达到 90.3%。

废物资源利用工作不断推进。全力推进开发区国家级园区循
环化改造，今年 10 月，根据《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中期评估及
终期验收管理办法》，经第三方机构论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圆
满完成八大类共 34 项考核指标，其中生产总值、资源产出率、水资
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水资源消耗总量等 18 项指标超额完成，成
功通过国家级园区循环化示范试点终期验收；持续推进龙泉、缙云
等省级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建设。全面推进静脉产业基地建设，

截至今年 6 月，12 个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约 78318 万元，占总投资
的 99.5%。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丽水市各类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建筑
垃圾分类收集后的综合利用率达到 60.5%。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水平不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到达 95.25%。目前，我市共有市本
级、龙泉市、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 5 个省级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城市
试点单位。

怎么建“无废城市”

什么是“无废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