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通
用5篇)

计划是人们在面对各种挑战和任务时，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
理自己的时间、资源和能力而制定的一种指导性工具。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篇一

垃圾分类工作安排一则我区垃圾分类工作将依据《南京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试点方

案》开展阶段要求，结合20xx年垃圾分类工作达要求，安排
在全区7个街道40%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系，稳步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
类处置。加强宣扬教化，有效树立可卖尽量卖、有害分开放、
厨余要分类、投放应精确的分类理念，实现环境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

二、实施安排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每一个
季度为一个阶段）

实践活动，引导单位、团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学问普及活动，
提高公众参加度和协作度。广泛动员各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进一步加强宣扬力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民众知晓
率，通过不断的宣扬、引导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加强街道、社区、学校的协调，主动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实
施垃圾分类，养成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的良好习惯。

等有机废弃物。4、其他垃圾（灰色桶）：指除可回收物、易
腐垃圾、有害垃



分类方法以及年度工作目标，科学合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运
输路途，统一配置数量足够、规格相宜、标识醒目一样的分
类运输车辆，确保垃圾分类运输率达到100%。

1、可回收物实行定点、预约等收集方式，由居民、单位干脆
投售至废品回收系统或由商务、供销部门资质认可的单位上
门收运和回收利用。

2、有害垃圾实行定点、预约等收集方式，由环保部门负责提
出收运处置方案，组织规范收运处置流程。

3、厨余垃圾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餐饮单位、中小学、医院
供餐等产生的餐厨垃圾由已取得市区餐饮垃圾收运、处置特
许经营的单位负责收运、处置。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篇二

为切实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发挥公共机构
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系统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目标，巩固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提高源头分类质量，加强精细化管理，
健全完善督导制度，推动解决分类工作中管理责任人制度落
实不到位、分类收集设施设置不规范、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
和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等问题，全面提升卫生健康领域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和管理水平。

二、工作目标

到2022年底，全县卫生健康领域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知晓
率、参与率、分类准确率全面提升，人均垃圾产量基本实
现“零增长”，生活垃圾治理常态化、减量化、资源化成效



不断提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能力有所提升。

三、实施范围

1、公共机构。包括卫生健康委机关各科室，县属医疗卫生单
位，2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个乡镇卫生院，9个民营
医院。

四、工作计划

（一）加强全过程分类体系建设。明确分类标准，在本单位
探索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分类模式；合理设置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收集设施，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
组，明确责任，确保垃圾分类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取得成
效。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篇三

为做好我县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建设工作，
加快体系、制度建设，提高分类成效，按照《自治区卫计委
关于转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v^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8
部委的通知》(宁卫计发〔2017〕323号)、《银川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
知》(〔2017〕113号)文件精神，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总目标。结合我县医疗机构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为指导，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和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全面推进我县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县建设，通过广泛
宣传动员和政策引导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自觉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同时引导居民和社会各界自觉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减少
环境污染，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和垃圾无害化处理，打造一个



核心功能彰显、体制机制优越、环境整洁优美的永宁。

以可回收资源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一般垃圾作为生
活垃圾分类基本类别，到2019年底，实现全县所有医疗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实现准确分类、投
放、暂存并与各类垃圾回收单位按分类进行有效衔接，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

全县公立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站、村卫生室及私人诊所应当逐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按照属地要求积极推进医疗卫生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为推进我县生活垃圾分类建设工作，成立永宁县医疗机构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卫计局，负责组织医疗机
构利用电子屏、宣传板、培训讲座等形式，加大对医护人员
的培训，从医疗卫生、专业水平角度认真做好医疗垃圾处置。
同时，向职工、患者、陪诊家属等社会群众宣传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指导患者及家属处理好剩余药物和过期药物的处置
方式，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实施工作。并及时向永宁县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开展情况。

组长：杨新斌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副组长：孙兴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宋志学县卫生监督所所长

成员：谢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吴自平县中医医院院长

娄继贤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王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马军望远镇卫生院院长

黄吉龙胜利乡卫生院院长

李斌杨和镇卫生院院长

王立华望洪镇卫生院院长

沈建华李俊镇卫生院院长

张国俊闽宁镇卫生院院长

沈建华玉泉营卫生院院长(兼)

王维军黄羊滩卫生院院长

李艳丽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业务科科长

(一)明确分类类别。将医疗机构内部产生的生活垃圾分为有
害垃圾、厨余(餐厨)垃圾、资源垃圾和一般垃圾四类。

1.有害垃圾。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
电池等)，废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
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
及废相纸等。

2.厨余(餐厨)垃圾。一是餐厨垃圾。主要包括食堂、办公楼
等区域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二是
尾菜。主要包括食堂、办公楼等区域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
皮核、花卉等易腐性垃圾。

3.资源垃圾。主要包括办公区域产生的`纸类、塑料、金属、
玻璃、织物以及病房区域内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
污染的输液瓶(袋)，塑料类包装袋、包装盒、包装箱，纸质
外包装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过擦拭或熏蒸方式消毒处



理后废弃的病床、轮椅、输液架等。

4.一般垃圾。主要包括废弃卫生纸、餐巾纸、烟头、一次性
废弃餐具等不可回收的垃圾。

(二)分类投放。全县医疗机构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及
分类标准，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箱，箱体分类按颜色标示明显，
选放合适位置，按分类要求投放。

(三)分类收集。按照“谁生产、谁管理”的原则，各医疗机
构等均由各单位负责。在责任范围内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并对分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四)分类运输。建立完整的垃圾转运体系。按照四个分类标
准，对资源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一般垃圾实行分类
运输，运输单位配备符合要求的收集设备以及人员，收集车
辆有明显的垃圾分类标识。建立收集管理台账，记录分类生
活垃圾来源、种类、数量、去向。

(五)分类处置。资源垃圾一部分由具有资源再生利用资质的
企业进行处置。厨余垃圾由银川市保绿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集中收集处理。有害垃圾集中存放定期交由具有相关处理资
质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一般垃圾由县城管局统一收集转
运至永宁县生活垃圾转运调度中心，经过统一压缩后转运银
川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做无害化无害化处
置。

(一)考核机制。根据《永宁县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工作管理考核办法》，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将不定期对县
城医院、各乡镇卫生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对各垃圾分
类责任管理部门、个人履行责任情况进行通报。

(二)奖罚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县政府设立生活垃圾
分类专项考核经费，根据县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季度考核分



值，年度汇总后对分类效果较好的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进行奖
励。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一项民生工程。各相关单位要认
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要求，
将生活垃圾分类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
尽快成立相关机构，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二)突出宣传引导，确保取得实效。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力度，通过采取宣传栏、海报、机构内宣教显示屏、宣教节
目和新媒体等宣传手段，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建立垃圾
分类督导员及志愿者队伍，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引导医疗机
构工作人员及就医群众自觉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三)配置分类设施。全县医疗机构，按照《银川市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要求，配备标识规范、颜色统一的四分
类收集容器，建立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和分类减量台账。

(四)县卫生计生局联合卫生监督所要加大对各医疗卫生机构
的生活垃圾分类监督管理工作，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杜绝将医
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箱等违法违规现象。

(五)明确分类处置要求。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应当与有资
质的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和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合同，根据
有害垃圾的品种和产生数量合理确定或约定收运频率。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篇四

（十三）团区委：负责组织全区团员、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
的宣传和实施工作；（十四）各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
辖区内垃圾分类工作；对违反《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暂行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协助区城管局对垃圾分类设
施的选址和建设工作；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垃圾分类；协



调区经贸局、区供销社规范废品回收站，建设再生资源回收
络。八、奖惩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垃圾分类管理职责的单
位和个人，将按《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
条例进行问责，并列入当年城市管理评比的重要内容；对积
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区政府将予以奖励。社
区垃圾分类工作计划三：越秀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
（5965字）按照市政府全面推进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全民行
动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方案。一、
指导思想和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市的统一部署，
全面开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高度重视、统一认识、
积极配合，要结合我区实际，切实可行地找准重点，抓出亮
点，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作为“迎接亚运会，创造新生活”
的一项具体措施抓实抓好。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的原则，把垃圾减量的任务分解落实到家庭、市
场、“五小”行业、学校和机关团体、公园绿地等不同的垃
圾产生对象，将垃圾分类深入到垃圾处理的每个环节，
把“蓝白计划”贯穿于分袋、分桶、分收、分压的垃圾分类
全过程，逐步建立“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法
制化规范”的运行管理机制，力争到16年底，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社区达到垃圾减量排放%，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30%以上
的工作目标，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发
展。二、职责分工成立越秀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统筹、组织、指导、协调全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
工作，由区城市管理局具体组织，各街道为主，各相关职能
部门配合推进实施。

圾桶投放。重点抓好东湖街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广卫街选条
件比较成熟的若干个社区进行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由环
卫站和居委会指导居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探索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其它各街选1个社区作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以
创建“绿色社区”为契机，在居民家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收
集、集中处理工作。2．肉菜市场垃圾分类减排。肉菜市场的
食品垃圾，逐步实现就近进行脱水处理，实现垃圾源头减量
化。东湖街由环卫站指导辖内的龟岗、东山、寺右、明月4个



肉菜市场开展垃圾分类，食品垃圾收集后送往大田山堆肥处
理，余下垃圾送往填埋处理。3．学校垃圾分类减排。在东湖
街的中、小学校推广普及垃圾分类，由东湖街道环卫站指导
学校开展垃圾分类，学校产生的垃圾分类为餐厨垃圾、废纸
和其它垃圾3种。餐厨垃圾统一回收，由区城管局车队集中运
输到尤鱼岗餐厨垃圾处理站处理，废纸送资源回收站，其它
垃圾送往填埋处理。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学生喜闻乐
见的、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环保科普活动。通过“小手拉大
手”活动，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所学校带动一个社区。
4．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等单位垃圾分类减排。辖区内的
单位实行垃圾分类减排责任制，餐厨垃圾统一回收，由区城
管局车队集中运输到尤鱼岗餐厨垃圾处理站处理，可再生利
用的垃圾由回收站统一回收，余下垃圾送往填埋处理。在单
位内开展垃圾分类教育和实践活动，要求干部职工从我做起，
模范带头，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减少垃圾排
放。各系统还应组织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行动计划，对在公
众场所不文明投放垃圾的行为进行监督、劝导。5．园林公园
垃圾分类减排。开展公园的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分类处理，探
索绿化垃圾处理办法，大幅度缩减垃圾排放数量。区绿化园
林局抓好东山湖公园绿化垃圾分类处理的试点工作，达到公
园垃圾“园内消化，循环利用”的垃圾减排目标。6．规范环
卫站垃圾分类回收专业队伍建设。加强对上门收运垃圾的环
卫工人培训和管理，环卫工人要负责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中起到宣传、指导和监督的作用，街道环卫站应给环卫工
人适当的增负补助。各街环卫站在推进垃圾分类时要做
到“四规范”、“六统一”。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指导居民正确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要分阶段有序推进，第一阶段侧重于
让居民群众了解餐厨垃圾的概念，引导其使用专用颜色的垃
圾袋分装垃圾；第二阶段则是侧重于通过进一步宣传，培养
居民群众垃圾分类的习惯。（三）加大资金投入，多渠道筹
措经费。东湖街和广卫街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所需经费由区
财政承担，其他街道可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筹资，或引入市



场运作机制，引导企业参与垃圾分类，把回收可再生资源中
的部分收益再投入到对可再生资源的收运、处理和加工中来。
发动党政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
中来，减轻市、区财政的负担。区财政对垃圾分类试点街道
东湖街、广卫街的经费补助办法另行下文。（四）加强考核
管理，完善奖惩机制。要制定并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工作的考
核、奖惩办法。按三个年度安排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度和任务，
并将垃圾分类工作列为各部门和各街道的重要工作内容，将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指标列为各单位绩效考
核、创文明考核、创建星级卫生街区和绿色社区考核的指
标。xxxx年底对全民垃圾分类试点社区的工作进行考评。xxxx
年底对推广全民垃圾分类中期工作进行考评。xxxx年底对全面
推广全民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达标考评验收。对在推进全民垃
圾分类工作中好的做法进行总结推广；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做得不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和
通报。

荐垃圾分类工作计划荐社区工作计划荐社区环保工作计划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年度计划篇五

为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提高资源化利用率，根据成都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
见》（成办函〔2015〕161号）等相关要求，结合我市中小学校
（含幼儿园，下同）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分级管理、属地负责”的原则，
倡导低碳、文明生活方式，推进以生活垃圾分类进校园为主
要抓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全市
中小学在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的认识站位，切实履行职责担
当，为把成都建设成为天更蓝、水更绿、城市更亮丽、生活
更宜居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做出贡献。



二、工作目标

（一）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中小学校生活垃圾分类
教育覆盖率100%，师生垃圾分类知识知晓率100%。

（二）分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2017年开始，全市30%的
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通过三年时间，覆盖全市
中小学校。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垃圾分类环境科学教育活动

1.形成教育合力。将垃圾分类教育与学校健康教育、德育工
作、环保教育相结合，让广大师生了解和掌握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的方法，提倡校园垃圾减量，促进学生良好行为规范的
养成。

2.强化师资培训。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分别纳入校长任
职培训、环保师资培训、卫生人员岗位培训，以课程实施能
力和指导能力为重点，培养一批骨干力量，组建专业师资团
队。

3.纳入创建活动。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和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纳入“环境友好型学校”、“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
地”评估指标之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4.鼓励自主创新。结合中小学科技、艺术活动，鼓励学校、
学生自主创新、推广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的科技发明，鼓励
学生开展废物利用的创新项目和艺术创造。

（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

1.编制分类指引。由市教育局、市城管委、市垃圾分类领导



小组办公室编制《成都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简明指引》，用
于指导全市中小学校垃圾分类工作。

2.完善分类标准。按照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及校园垃圾产
生实际，我市学校实行“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
其他垃圾”的四分类方式。

3.严格分类处理。可回收物由学校收集后交由回收机构处理；
有害垃圾在属地城管、环保部门指导下由专业机构回收处理；
餐厨垃圾严格按照《成都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收集和处理；
其他垃圾学校收集后交由属地城管部门处理。鼓励学校联系、
对接垃圾回收公益组织共同做好校园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

4.合理配置设施。中小学要结合各自实际，在校园内教室、
办公室、食堂等场所合理设置足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满足实际分类需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标识、颜色可
参照《成都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简明指引》。

（三）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

1.组织“小手拉大手”活动。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多形
式、多途径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要内容的宣传互动活动，带
动身边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参与、践行垃圾减量与分类收
集，让垃圾分类成为生活习惯。

2.组织开展志愿行动。鼓励学生主动履行生活垃圾减量和分
类的责任与义务，积极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公益活动，
动员广大师生加入市垃圾分类和减量志愿者服务队。

3.组织参观体验活动。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垃圾焚烧发电厂、
餐厨垃圾处理厂等生活垃圾处理场所，组织学生开展“城市
美容师”环卫体验活动，促使广大学生增强生活垃圾分类意
识并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县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学校垃圾分类工作在学校素质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
重要性，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
拟定时间节点，认真组织实施。区（市）县教育、城市管理
行政部门要明确分管科室，各中小学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部门协同。教育、城管部门要加强联系，密切配
合，共同建立协调联动、广泛参与、运转顺畅、富有活力的
学校垃圾分类工作体系。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落实垃圾减量
与分类处理的相关要求，城管部门要做好学校垃圾分类收集
的技术指导，做好分类垃圾的运转和处理，支持学校开展相
关社会实践活动。

（三）强化试点引领。各区（市）县要将已命名的“环境友
好型学校”、新建学校纳入首批试点范围，工作中要注重培
育先进典型，带动整体推进，确保三年内完成全覆盖的目标，
鼓励区（市）县结合实际扩大试点范围。

（四）加强督导落实。市教育局、市城管委将对各区（市）
县开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市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牵头对各区（市）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验收。

中学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第十九大精神和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单位垃圾强制分类、促进本市垃圾
分类全覆盖、推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
强化单位职工垃圾分类意识。根据《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实施方案》要求，本市全面实行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制度。为推动局属各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结
合学校实际，认真落实区教育局相关通知要求，制订具体方



案如下：

一、总目标

（1）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建设美丽上海提供支撑；

（2）到20xx 年实现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型处理。

二、 分类要求

（一）明确分类品种

基本分类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干垃圾。

1. 有害垃圾

主要包括：

（1）废电池（镉铬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回收
点在门卫处；

（2）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等、节能灯等），废硒鼓、废温度
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
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专业回收，回收点在行政楼底楼楼梯间）

2. 可回收物

主要包括：

（1）废弃电器电子类产品（包括废弃计算机、打印机、复印
件、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电视机、空调机等）（专业
回收，后勤部门负责）。

（2）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旧纺织物、废纸塑铝复合包



装等适宜回收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类的废弃物。（分类垃
圾箱、保洁工负责）。

3. 餐厨垃圾

主要包括：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的食物
残余和食品加工废料等餐厨垃圾。（专业回收）

4. 其它垃圾

主要包括：污损后不宜回收利用的包装物、餐巾纸、厕纸、
尿不湿、竹木和陶瓷碎片等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
以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分类垃圾箱，保洁工负责）

（二）规范设置容器

（1）有害垃圾回收点为门卫处、行政楼底楼梯间。

（2）餐餐厨垃圾食堂门口处，专业回收。废油脂专业回收。

（3）可回收垃圾（学校内设的十个垃圾箱、垃圾房）

（4）其他垃圾（学校内设的十个垃圾箱、垃圾桶）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宣传，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协调配合

对全体师生，加强宣传力度，设宣传专栏，根据学校实践，
制订具体方案。

要从节约能源资源、留住绿水青山、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
教育引导师生增强生态道德意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从源头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养成主动分类、自觉投放的行为



习惯，形成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尽力、人人作为”的
良好氛围。

（二）明确主体责任，抓好工作落实分工

（1）学校制订专项方案，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

（2）后勤部门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落实专业回收等项工作。

（3）加强对师生的宣传，提高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视，特别
提高学生环保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