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实用10
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
总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一

积极发扬主人翁意识，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
把垃圾分类当成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从自我做起，从家庭
做起，自觉进行分类投放，切实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学习掌握垃圾分类的标准要求和操作细则、垃圾减量的经验
办法和消费方式，并积极加入到各项生活垃圾宣传和治理活
动，向家人、亲友和邻里宣传、讲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引
导他们主动参与到日常生活垃圾分类中。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自己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同时要
当好监督员，发现不文明行为或不按规范分类现象，应及时
制止并耐心劝导。

市民朋友们，“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点点滴滴，折射文
明素质，举手投足，关系濮阳形象，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成为文明濮阳
的生活新风尚，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加美丽、宜居！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二

一大早，我和妈妈、奶奶乘车来到濠西书苑，准备参加“垃
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由于时间还早，我们三人便在濠西书
苑转悠。蒙蒙细雨给古色古香的濠西书苑增添了许多韵味，
也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份别样的礼物。

很快，参加活动的小记者们陆陆续续到齐了。许多义工社的
奶奶也来了！老师把我们分成了三组，每组3-4名小记者
和5-8个义工社的奶奶。

活动终于开始了！我们组先是沿着濠西书苑周边捡有害垃
圾——烟蒂。草丛里，石头下，砖缝中……我们用那机灵的
小眼睛四处搜寻，把那些“害人精”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
扔进了“监狱”——大垃圾袋里。消灭了这些“害人精”，
周边的环境更加清爽了，我们的心情也格外愉悦。

时间从指缝中悄悄溜走，很快就到了我们集合的时间。我们
拿着“成绩单”，满心欢喜地回到广场上，我们全体小记者
与义工社的奶奶们一起来了个大合影，“咔嚓——”这个美
好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中。

这次“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既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
又让我深深地懂得——碧水青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
呵护，作为小学生，我们要走在保护环境的前沿，弯腰一秒，
捡起文明，垃圾分类，你我都行！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三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纳入镇重点工作。镇各办所目标工作季度推进专题会向
镇主要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分类工作由开展此项工作的
村支部书记亲自负责，落实相关设施设备的修建安装，宣传
氛围的营造和分类有偿回收。



1、召开镇、村（社区）、农户三级动员会、交心谈心会等，
宣传动员，讲解、学习垃圾分类的内容、意义、目的，安排
各村（社区）、各办所（中心）相关工作。

2、结合我镇实际，利用现有资源，如广播、宣传车、宣传栏、
“快乐星期六”等多种形式、多种方式搭建宣传平台，生动
宣传讲解垃圾分类相关内容。

2、镇城管办牵头，各村（社区）协作，定期进行入户宣传，
为全镇村（社区）人员发放《实施垃圾分类创建绿色家园》
等宣传单及宣传手册2200余份，并认真做好解释、宣传教育
工作。

今年8月，组织镇村干部、保洁公司、小区业委会、点位居民
召开农垃前端分类工作现场会。通过召开现场会采取相应的
措施，教育引导村民了解垃圾分类的基本要求，掌握垃圾分
类的基本方法，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此外，通过集中
培训、现场讲解示范、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使环卫人员懂
得如何对不同垃圾进行收集、回收和处理。尤其是在集中处
理的地方，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严防“分散污
染”变成“集中污染”。在废旧电池和医疗垃圾的回收处理
方面，坚决杜绝擅自处理、随意处理和与生活垃圾一并处理
的现象。

今年我镇垃圾分类在楠桥社区“狮子泉生态小区”、楠桥社
区夏家院子、凤泉村“长泰苑小区”、敖平镇场镇社区、敖
平镇人民政府、敖平中学等6个点位开展，按照餐厨垃圾、可
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并收运垃圾。
全镇今年建成垃圾分类房7座，新配置分类果屑箱30个，前端
回收分类垃圾桶800个，制作宣传展板7个，小插板30个，分
发宣传资料2200份，清理各类垃圾1000吨。通过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目前农村环境卫生已大为改观，实现了全镇环境卫
生大变化，使全镇展现新面貌。



通过一年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整治，改善了我镇农村生活环
境。我们深信，有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镇党委政府的坚
强领导，我镇的农村生活垃圾工作一定会常抓不懈，建成环
境优美、安全文明的川芎小镇。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四

20xx年7月29日，xxx科技大学“互联网+城市垃圾分类”实践
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顺利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七天的实际采
访、交流以及实践活动，实践团的成员们不仅提高了环保意
识，而且在垃圾分类调研中，也深入了解xxx市的垃圾分类状
况，为推进“互联网+”概念从国家指导意见向实际行动转变
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7月23日至25日，实践团奔赴xxx市xxxx社区、xxx广
场、xxxx、xxx公园和xxxx客运站等人流量密集的区域，发放调
查问卷，走访不同群众。在调研过程中，实践团发现来自不
同地区的的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众对于“互联网+城市垃圾分
类”主题活动具有各自的独特见解。一位来自xxxx的小姑娘
认为，一开始人们都会自觉地把垃圾分类，但过一段时间，
人们就懒得这么做了，还是要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而另一
位xxxx的老兵，他对我们垃圾分类的调研活动赞不绝口。走
出校园，走入基层，调访民意，实践团希望能够真正做到实
践于社会，关注于人民。

7月27日，实践团分别前往xxx市未央区环保局和市容园林局，
咨询xxxx市现有环保状况和现存环保问题。政府部门的工作
人员热情接待了实践团，并对实践团的主题活动给予了充分
肯定与大力支持。期间，环保局综合科殷科长与实践团代表
们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当被问及xxxx市的环保问题和垃圾分
类问题，殷科长表示环保局一直在坚持大力宣传环保知识，
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来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环保工作，树
立环保意识，加强法律规范。殷科长告诉实践团，环保局每



年都会举行“地球关灯一小时”活动，并详细介绍了20xx年1
月1日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市容园林局于今年3月份
成功举办垃圾分类活动，利用三色垃圾桶来分类垃圾。一系
列的政府举措和国家政策充分证明了国家对人民生活环境的
关心，对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的用心。

7月28日至29日，实践团以“垃圾分类进社区，共创和谐好环
境”为主题在迎春小区举办了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展览会
活动，并受到了都市热线记者的采访。活动分为现场教学与
发放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两大模块。实践团以回收的废旧物
品为材料，现场教授小朋友们进行手工制作，以展览环保手
工艺品为契机，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一位xxxx市人民
警察高度赞扬了实践团队的活动，肯定了实践团为建设绿色
生态环境做出的努力，并且赠送一箱矿泉水，真可谓“炎炎
夏日，暖暖真情，援手之施，无物感恩，唯借只纸片言，聊
表谢意”。

时光如白驹过隙，暑期社会实践虽以结束，但实践团的“互
联网+城市垃圾分类”活动仍然不会停止。在接下来的时间，
实践团将会认真分析调研数据，总结生活中的垃圾分类问题，
将互联网与传统环保方式相结合，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互享，充分发挥
互联网在垃圾分类回收，知识宣传平台的作用，促进再生资
源可循环利用，为建设绿色生态文明出一份力。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五

大家好！

广大家庭和妇女姐妹们要迅速行动起来，做改善环境的先行
者，做保护环境的践行者。要积极发扬主人翁意识，认真实践
“可持续发展”生活理念，把节能环保当成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积极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行动中来。要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从机关、家



庭、社区做起，从节水、节点、节油、节气做起，共同打造
低碳生活。

我们倡议家庭垃圾分类放置（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我们的口号是：“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低碳
生活，全民行动”。为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请大家积极响
应我们的倡议，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从正确分类、投放、
处理垃圾开始，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清洁美丽，让我们的生活
过得更加幸福美好！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六

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近十几年来，我
们的生活环境不断遭受破坏，全球气温升高，白色垃圾，水
资源被污染……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还是我们人类。我们每
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您知道这些垃圾它们到哪里去
了吗？它们通常是先被送到堆放场，然后再送去填埋。人们
大量地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产生
着废弃物。被废弃的垃圾填埋场不复为耕地，也无法建成生
活小区。因此，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我校在前段时间开展了
垃圾分类系列活动。以下为活动总结。

通过校园广播、橱窗校园网络等形式，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
宣传、教育和倡导工作，阐明垃圾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危
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呼吁学生的积极参与。同时
教会学生垃圾分类的知识，使学生进行垃圾分类逐渐成为自
觉和习惯性行为。

各班采用不同形式：如学生上网查资料、图片，或进行调查、



采访等搜集资料，然后利用校会、午间等时间，在班里进行
交流，相互受教育，让学生学会分类垃圾；养成在室内分类
的习惯；对分类工作做得好的班级进行表扬奖励，树立典型，
介绍经验，强化推广。

我校各班和少先队部共同配合，开展了有关垃圾分类的班队
主题教育活动。全班的学生分为不同的组别，以不同的主题
来进行向大家展示垃圾分类的日常常识。例如班队的题目新
颖独特，如“举手之劳，改变世界”，“小小环保袋，还我
美好心愿”等。主题的班队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同学还做了
幻灯片，配了音乐，十分精彩。通过活动，让全校学生了解
了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更深层次的体会到了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学校成立教师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及学生垃圾分类宣传志愿
队。师生志愿队在师生团队中加强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常识，
并时刻督促师生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对垃圾分类的行为养成。
学校对表现好的师生垃圾分类宣传志愿队员进行评奖，并在
全校校会上颁发了奖状和奖品。以此鼓励同学们都来了解垃
圾分类，都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使有限的资源能得到重复利
用，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变得更加洁净。

学校设置分类垃圾筒：垃圾筒上贴上“可回收”和“不可回
收”标志，并且通过广播宣传，告诉学生在扔垃圾的时候分
类投进不同的桶里，学校保洁人员在清理垃圾的时候，再分
别进行处置。并且鼓励各班设置可回收垃圾袋或垃圾箱，将
本班的可回收物品分类存放，比如我校学生每天喝过奶的奶
盒，喝完后把它按扁，然后放进纸箱内，定期卖给废品收费
站。所得费用可以作为本班班费，为同学们买奖品等。这样，
既做到了环保，又使同学们树立了节约意识，还体验到了其
中的乐趣。

通过在我校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是同学们明白了：垃圾处理
的方法还大多处于传统的堆放填埋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



并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地污染环境。因
此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
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
方面的效益。

（1）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
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
少垃圾数量达5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
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
物减产；抛弃的废弃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
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能减少危害性。

（3）坚持不懈：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系
统工作，同学们不仅在学校要做到将垃圾进行分类，同时也
要告诉自己的家人及其身边人做到垃圾分类，使我们生存的
空间真正变得洁净、明亮！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七

大家好!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
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的垃圾量也在逐年攀升，如
何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垃圾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身心健康。

为积极响应市、县政府的号召，今年以来，我们秉承绿色环
保的理念，将在全县实行垃圾分类处理，以支持社会经济建
设，推动环保事业发展。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您的支
持与协助。我们真诚的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创建美丽武
义——一个美好的绿色生态家园。



实现垃圾分类的重点是请您将厨房剩余的饭菜、骨刺、瓜果
皮、蛋壳等有机垃圾与纸张、金属、玻璃、塑料、电池等可
回收垃圾及烟头、陶瓷、灰土、卫生间废纸等不可回收垃圾
分开装袋，并准确投入到相应的分类垃圾桶里，使可回收的
垃圾能够及时回收再制造，达到物资循环利用、节约资源的
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

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是讲究公德，讲究文明的体现;是
建设美丽武义、绿色武义的具体行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崇高事业。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的家园一定会更美好，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文明、更进步!
希望您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以崭
新的面貌，良好的生活习惯，爱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
生存环境，为创建美丽武义、绿色武义作贡献。

倡议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八

相信一提到垃圾分类，大家都不会陌生。没错，垃圾分类创
造的是一个无垃圾的社会，是一个使资源循环再生的社会，
而这一切只需要我们的举手之劳。可现实中的我们有没有实
实在在去实行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是一个晴朗的周末。蓝色的天幕上嵌着一朵朵悠悠的白云，
阳光如雨点般洒在我的脸上，和煦的风轻轻拂过我的发梢。
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啊!我慢慢地走着，感受着栀子花含在风
里的清香。

我原以为那个身材高大的叔叔会把小男孩臭骂一顿，谁知，
他弯下腰，和善地对小男孩说：“不好意思哦！小志愿者，



刚才没留心，不小心扔到有害垃圾桶了！谢谢你提醒我。你
是一个称职的小志愿者，真棒!”说完，他轻轻地拿起小男孩
递给他的夹子，将有害垃圾桶中的牛奶盒夹到可回收垃圾的
垃圾桶里。然后递回了夹子，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心里不由得发出感叹:原来现在厦门公民已经对垃圾分类已
经有那么强的意识了！难怪我们厦门一直以美丽为名！原来，
我们厦门已经如此美好！

我呼吁大家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鹭岛变得更美丽！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九

也许我们无法阻止垃圾的产生，但我们却可以减少垃圾给我
们的环境和生活带来的危害，而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就
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制造好
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立方米，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
如此既可节约资源，又能维护环境整洁。

一、每个学校的每个班级设置两个垃圾桶，实行垃圾分类投
放，一个用来装不可回收垃圾，另一个用于装可回收垃圾，
以便回收利用。

二、人人养成不随手乱扔垃圾的习惯，将废纸、塑料瓶、易
拉罐等进行分类回收。

三、尽量少用一次性用品，尤其是不易分解和有毒的有害垃
圾。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请让我们立即行
动起来吧!从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开始，让我们的学校更加清
洁美丽，让我们的校园生活过得更加环保美好!



太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结篇十

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家园。优美和谐的环境为我们带来身心
的愉悦和无限的乐趣。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各类废弃物和
垃圾混装在一起，这种方法便于垃圾聚集清理，但具有可利
用的物品却难以回收。为了增强大家的环保意识，减少资源
的浪费，减少垃圾的产生，我们应当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
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正确投放垃圾，为保护我们居住的
绿色家园而努力！

一、全园师生树立“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的理
念，强化节能减排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二、园内增设垃圾分类收集点，班级中增设可回收物收集箱，
带领全园人员认识各种颜色垃圾桶的标志含义和所投放的.不
同类别的垃圾。

三、人人养成不随手乱扔垃圾的习惯，将废纸、塑料瓶、易
拉罐等进行分类回收，带到班级丰富班级资源库，并在日常
生活中鼓励幼儿运用废旧材料，变废为宝。

四、减少使用或不用一次性用品、塑料袋。

五、让垃圾分类走进家庭，开展“小手拉大手”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