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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政办字〔２０１９〕５５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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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在 《济南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总体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济厅字 〔２０１８〕１４号）

的基础上，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将各类固体垃圾纳入全市垃圾分类范畴，按照垃圾属

性，统筹考虑各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推进我市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２０２０年年底，初步建成危险废物、装饰装修垃圾、

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大件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

及其他垃圾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按程序出台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地方性法规，初步构建 “法治立基、政府推动、全民参

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工作格局；绕城高速

以内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制约短板。

１．加快完善危险废物处置体系。将居民生活源的有害

垃圾、医疗废物以及学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实验室产生

的危险废物和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全部纳入全市危险废物处置

范畴。推动危险废物分类收集专业化、规模化，鼓励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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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综合性处置单位建设区域性收集网络、贮存设施。提高危

险废物监管能力，建立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贮存、

利用和处置等全过程监管体系。依托 “互联网＋”，逐步完

善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加强危险废物流向监控 （牵头单

位：市生态环境局）。力争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完成市环境保护

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改扩建项目建设，规模９．９万吨／年；

完成莱芜德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莱芜德正工业废物资源化利

用与处置项目二期项目建设，规模４．６万吨／年；完成长清

马山环境科技产业园医疗废弃物处理设施建设，规模１．９８

万吨／年，落实好医疗垃圾末端处理；推进山东莱芜雅居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项目建设 （牵头单

位：市生态环境局、莱芜高新区管委会，钢城区、长清区政

府）。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 （牵头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针对居民生活源的有害垃圾，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处置；各区县结合实际，

２０１９年年底前配齐有害垃圾收集车辆，明确有害垃圾收集

点、收运线路及收运时间，并向社会公布，做好收集工作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做好居民生活源的有害垃圾贮存、

转移、处置环节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

境局）。引导相关单位、居民做好废弃药品回收处置工作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做好医疗垃圾收运处理监督管

理工作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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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进装饰装修垃圾和建筑垃圾终端处置体系建设。

在全市范围内规划选址建筑垃圾长期消纳场和装饰装修垃圾

无害化处理厂，力争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完成市级装饰装修垃

圾无害化处理厂的规划选址工作，同时在我市东部、西部、

北部区域规划选址建设建筑垃圾长期消纳场。鼓励各区县采

取堆山造景等方式解决建筑垃圾消纳场不足问题。按照装饰

装修垃圾产生量，各区县加快临时消纳场和装饰装修垃圾中

转站 （箱）选址建设，并结合实际，力争２０２０年年底前，

布设装饰装修垃圾收集点，建立收集运输体系，并向社会公

布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建

筑企业对可再生利用的建筑垃圾、装修装饰垃圾循环利用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３．推进园林绿化垃圾、大件垃圾资源化终端处置建设。

各区县健全完善园林绿化垃圾、大件垃圾收运队伍，鼓励以

街办为单位，采取定时定点的方式收运大件垃圾。综合考虑

服务范围和设施间距等因素，合理设置园林绿化垃圾、大件

垃圾破碎站点、移动破碎点或集中资源化分拣处置点，推进

园林绿化垃圾与大件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消纳体系建设。探索

建立园林绿化大型枝干垃圾与大件垃圾协同处置体系，对于

资源化利用可行性不高的季节性园林绿化落叶，可运输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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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垃圾焚烧处理厂焚烧处理 （牵头单位：市园林和林业绿化

局、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４．提高可回收物分类回收能力。对可回收物按照废金

属、废纸、废塑料、废旧电子产品、其他等进行分类，通过

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利用上门回收、智能回收、互联网＋回

收等多种方式推动可回收物规范化、专业化、清洁化、高值

化。鼓励将可回收物送钢铁、造纸、塑料加工、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等企业循环利用。２０１９年年底前，公布可回收

物指导目录，并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社会发展情况适时更新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供销社、

市财政局）。做好社区可回收物品回收利用工作，探索建立

低值可回收物收运处理体系，积极采用密封可回收运输车辆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

单位：市供销社、市财政局）。结合环保产业园建设，或在

生活垃圾焚烧厂附近规划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牵头单

位：市商务局、市城管局，章丘区、长清区政府、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５．推进易腐垃圾分类处置。按照 “试点先行、逐步推

广”原则，在全市范围内从大型农贸市场、果蔬批发市场、

大型餐饮单位 （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学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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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点位，引进有实力、有业绩的企业开展

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试点工作，根据实际可引入 “网格治理”

模式，就近布局就地处理设备，多点位集中就地处理，解决

部分点位场地小、易腐垃圾产量小的问题。试点期间，易腐

垃圾就地处理设施运行单位对外排水应主动接受水务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监督。为鼓励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试点工作，市

级财政给予各区县一次性补贴，用于设备购置及试点运行，

力争２０１９年年底前全市达到５０吨／日就地处理规模；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对三星级以上宾馆、就餐人数在３０００人以上的

餐饮场所产生的餐厨垃圾采取就地处理，对大中型餐饮单位

可开展联合就近就地处理。各区县要组织生态环境、水务、

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对异味、噪音、水、渣、油等

污染防控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回流餐桌，同时做好对易腐垃

圾就地处理运行效果及成本的分析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长清马山环境科技产业园或章丘区

高官寨环保产业园内选址规划规模６００－８００吨／日易腐垃圾

处理厂，提高易腐垃圾集中处理能力，力争２０２０年开工建

设，２０２１年年底前建成投用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长清区、章丘

区政府）。

６．提升其他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结合垃圾产生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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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按照 “适度超前、略有余量”原则，合理规划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加快长清马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确

保２０２０年年底前规范运营，增加１３００吨／日的垃圾焚烧处

理能力，提高全市垃圾焚烧处理率；规范章丘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 （１２００吨／日）运营管理；加快建设平阴县、商河

县垃圾焚烧发电厂，提高焚烧处理能力 （牵头单位：市城管

局，章丘区、平阴县、商河县政府；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升污泥

焚烧处理能力，统筹做好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 （牵头

单位：市水务局）。

７．增配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设施设备。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设施设备要符合密闭、机

械化作业要求，颜色、标识统一规范，按照有害垃圾、可回

收物、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要求，结合产生量、投放

频次、投放方式，指导、督促责任主体合理配置标识准确、

数量充足的投放设施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以及新建住宅

小区、新建 （改扩建）集贸市场等，应充分考虑垃圾分类要

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垃圾分类设施，有

条件的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易腐垃圾就地

处置设施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城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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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负责）。探索试点 “定时定点＋预约收运”的垃圾不落

地、不混装收运体系，２０１９年年底前各区县至少完成一处

试点，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各街道 （镇）至少完成一处试点，

２０２０年年底前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逐步减少或取消现有生

活垃圾收集桶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２０１９年年底前，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市

属国有企业开展垃圾分类为突破口，先行先做、做好做精垃

圾分类，采取定时、定点、定人方式收运，并建立分类统计

台账和数据统计体系。 （牵头单位：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配合单位：市城管

局、市商务局）。加强示范片区、示范社区 （村）建设，打

造高标准垃圾分类模式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以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为重点，扩大

垃圾分类覆盖范围，到２０２０年年底前，绕城高速以内区域

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 （牵头

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

８．坚持城乡统筹。建立健全农村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

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推进农村易腐垃圾规

范化就地处理或与农业有机废弃物、粪便等协同处理 （牵头

单位：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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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 “村收

集、镇运输、县处理”原则，认真做好农村垃圾分类收运及

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工作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

局、市商务局）。

（二）开展垃圾源头减量行动。

１．引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加大大型农贸

市场建设力度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探索制定净菜进城

相关标准与措施，建立激励机制，从源头控制和减少垃圾进

城，推广使用菜篮子和布袋子，引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

品进城 （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引导星级酒店、餐饮企业开

展餐饮 “光盘行动”，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和低值易耗品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３．推行绿色办公。严格按照 《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

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 （财库 〔２０１９〕１８号）》等相关文

件，加大行政事业单位绿色采购力度 （牵头单位：市财政

局；配合单位：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三）完善法规政策配套体系。

１．加强顶层设计。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底前，制定出台我市

垃圾分类标识系统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２０２０年３月底

前，制定出台垃圾分类市级财政奖补政策及管理办法 （牵头

单位：市城管局、市财政局）。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制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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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规范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导意见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编

制 《济南市固体废弃物分类专项规划》（牵头单位：市城管

局；配合单位：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２．继续实施生态补偿机制。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前，修订完

善 《生活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济政办发 〔２０１８〕

１３号），探索建立符合我市实际的生活垃圾总量控制制度，

探索建筑垃圾、装饰装修垃圾异地消纳补偿政策 （牵头单

位：市城管局、市财政局）。

３．改革生活垃圾收费机制。先行实施餐厨垃圾收费，

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出台餐厨垃圾收费制度。２０２０年年底前，

完成非居民用户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对居民用户，逐步

实行差别化收费改革，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城管局）。

４．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２０２０年年底前，按程序出台

我市地方性法规，将生活垃圾分类各个环节纳入依法管理轨

道，对未按规定投放垃圾的单位和个人，通过教育、处罚和

纳入社会征信体系等方式强制约束，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准确率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司法局）。

（四）加大技术创新与培训宣教力度。

１．强化科技支撑。将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关

科技攻关列入科技创新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开展垃圾分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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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资源化利用先进技术的攻关和研究应用，尤其是易腐垃

圾堆肥难题攻关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相关部门相互配

合，指导各区县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构建 “互联网＋垃圾分类”新模式，优化垃圾分类流程和

运行组织方式，规范垃圾分类计量，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管

理和全过程监管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商务局；配合单

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大数据局、市供销社、市生态环

境局）。

２．加大培训力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

训活动，市级开展针对区县垃圾分类专职人员的集中培训工

作，通过研修班、专题讲座、研讨会、参观实践等方式，提

高垃圾分类管理人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区县开展针对街

道 （镇）、社区 （村）垃圾分类管理人员培训工作；街道

（镇）、社区 （村）开展对单位、学校、小区等居民住户的培

训工作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配合单位：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３．深化宣教引领。将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纳入中小学校

本课程，编写宣传教育读本，并赋予一定课时 （牵头单位：

市教育局）。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各社会团体、志愿者、社

会组织，多方位、多角度，持续不断地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配合单位：市文明办、团市委、

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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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政府责任。建立 “市级统筹、区县负责、街

道 （镇）落实”的垃圾分类责任体系。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要统筹推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垃圾

分类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各区县政府作为垃圾分类工作责

任主体，要全力推动本辖区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各街道

（镇）负责本辖区垃圾分类具体推进工作。市直各部门 （单

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协调做好各自行业领域内垃圾分类工

作，努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坚持党建引领。各级党组织要将垃圾分类作为基

层党建重要内容，依托基层党组织，带动社区、物业、单

位、家庭、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三）创新资金投入机制。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资相

结合的投融资模式，发挥政府主导力作用，加大公共财政投

入，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

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与运

营的积极性。

（四）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多层级的监督制度，强化行业与

属地相结合的考核体系，将垃圾分类工作情况纳入年度社会经

济发展综合考核、城市管理综合考核及文明单位考核。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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