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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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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生活质量日益提升的当代，乡镇的生活垃圾数量和种类与日俱增，因此进行垃圾分类刻不容缓。生

活垃圾分类不仅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形象，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最基础的工作，更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措施，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助推文明县城建设，

创建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乡镇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进行分析，引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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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乡镇的生活质量也不断

提高，并且伴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产品走

进居民的生活，而随着而来的就是越演越烈的环境问题。

自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来，治理环境问题成为重中之

重，环境整治工作在各乡镇也积极开展。各大乡镇为进

一步鼓浓文明县城创建氛围，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

序开展，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支持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

氛围，乡镇由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干部群众参与积极

展开工作。本文拟通过分析乡镇生活垃圾分类现状，提

出乡镇环境整治的对策，旨在更好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

1 生活垃圾分类现状
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我国乡镇生活垃圾的产生

量与日益俱增。且垃圾具有成分复杂多变，来源广泛等

特征。根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为

0.86kg/d，容重约为 0.368t/m3，但是不同地区生活垃圾

产生量差别很大，比如发达城市地区的农村日生活垃圾

产生量最高可达 3.0kg，而较落后的地区日产生量仅为

0.2kg，全国农村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3 亿 t，约占城

市垃圾产生量的 75%。乡镇生活垃圾产生量日益俱增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造成的：

首先，居民从乡镇城市购买的商品大部分都带着垃

圾袋包装纸等无法使用和降解的材料，且大部分居民缺

乏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导致生活垃圾治理方式较为落后，

随意乱丢垃圾，不管有害无害都一股脑随意丢弃在空地、

荒地、洼地等地方露天堆放。其次，乡镇企业不顾垃圾

排放制度，随意排放污染物，特别是靠近水源头以及居

民区的工厂，对下方向的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利。乡

镇干部环保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宣传工作存在严重

不足。制度建立不完善，且执行力度不够，致使居民参

与度不高，意识匮乏。乡镇没有对垃圾分类进行完整统

一系统的规划，也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健全的机制。使

得垃圾分类无法进行科学的处理。同时，由于管理建设

不健全，乡镇没有对垃圾分类进行完整统一系统的规划，

也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健全的机制。使得垃圾分类无法

进行科学的处理。最后，垃圾分类处理设备不足，垃圾

处理设备单一，功能不完全，如电池、药物等有毒有害

物质得不到处理。

2 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
2.1 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不明确

大多数的人们没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习惯，不

太清楚什么是可回收垃圾什么是不可回收垃圾，充分说

明了人们对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的认知完全不够。而且，

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垃圾和有害垃圾的处理方面更是迫

在眉睫。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为保

证不减产、不减收的情况下提高农产品产量，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塑料膜、农药等垃圾，基本以焚烧、

填埋或丢弃为主，散乱堆放和随意焚烧垃圾的现象较为

普遍。处理方法过于简单，不仅影响附近空气质量，还

对附近的土地也造成严重的污染，有害垃圾的随意处理

更是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严重的威胁。

2.2 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负责不到位

政府长期以来有着非农偏好，政府关注的重点一直

在乡镇企业，忽略了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对生活垃圾的

分类和处理的相关知识模糊。因此，乡镇企业随意排放

污染物，人们随意处理垃圾，不仅侵蚀了大量土壤、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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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河道，严重影响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也对周围的空

气、土壤和水体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甚至严重危害到

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由于乡镇的生活垃圾比较分散，

政府没有设置相应的垃圾收集设施，使收集生活垃圾的

工作变得困难重重。

2.3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不完善

乡镇居民基本沿河湖路而居、居住分散又不规则，

垃圾多且较为分散，相应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成

本都较高，政府在此方面的投入虽有但仍显不足。基础

设施设置在敏感的缓冲区，部分乡镇尤其是边远乡镇的

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垃圾露天堆放场，没有建设配套的

垃圾渗滤液、填埋气体收集系统。因此产生垃圾渗滤液

四处漫延，带来恶臭等环境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

对乡镇公共环境卫生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没有配

备足够数量的投放容器，没有充分的考虑因地制宜来设

置垃圾投放点、垃圾亭，没有对应垃圾分类相应颜色的

特征。

3 对策
3.1 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宣传与教育，积极引导，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和

参与度。环保部门应下乡巡察，开展调查工作，对干部

的宣传工作的审查，以及走访居民，了解其参与度。此

外，新闻媒体和相关单位，可以制作相关宣传片和发放

图书供居民学习，让居民尤其是基层干部熟悉和掌握一

些环境保护常识 , 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再则，干部也要起带头作用，利用乡镇里的大喇叭，

定时宣传环保知识，同时自身也要做到积极参与环保活

动。教育居民养成不随意丢弃果壳、垃圾的好习惯，共

同把乡镇垃圾管好。还有，乡镇里定时组织乡镇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会议，要求每户必须有一人到场参与，并要

求与家人一同学习环保知识。更总要的是，乡镇里的学

校更要紧抓机会，对学生加强教育，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引导学生文明的垃圾处理方式，家长也会因此受到感染，

共同配合学校和干部工作，积极响应。

3.2 加强组织领导

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管理体制上，要规范乡镇生活

垃圾的处理方式的管理。当地政府环保部门与乡镇管理

部门共同协作，培养专业人员，学习相关知识，使其对

相应工作有足够了解，并合理分配人员对乡镇当地垃圾

的处置。当地政府与当地乡镇部门统筹合作，根据当地

环境情况和坚持“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统筹规划、科

学治理，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分类处理、资源利用”

的原则制定相应奖惩制度。通过奖惩的方法，鼓励乡镇

积极参加，领导部门也要起带头作用。乡镇管理部门也

应积极响应，带动居民“从身边做起”，管理好自家门

前再顾大家，这就推崇了政府的“三包政策”。同时乡

镇管理部门更要起到督促作用，让居民有参与并实行。

3.3 加强设施建设

投入资金建设乡镇垃圾收集处理。开展和完善乡镇

建垃圾投放点、村委会设垃圾集中收集点、镇（乡）建

垃圾压缩中转站、县建垃圾填埋场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这些收集点，中转站，填埋场等因进行实地考察再结合

相关地理因素修建，并照顾到当地居民与政府的利益。

一体化建设给干部和政府工作带来高效率，也使居民参

与度有所提高，不会再因垃圾如何处理而烦恼，从而给

环境处理工作带去便利。

由点到面，全面覆盖的垃圾处理网络。因地制宜的

对垃圾进行处理，鼓励居民自己动手进行垃圾分类，在

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量，以及减少垃圾处理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根据垃圾种类进行分类，农村垃圾一般有生活

垃圾，农业垃圾等。对于有机垃圾直接进行回填，有效

减少可以回收垃圾的数量，让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化。

有害垃圾就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再进行填埋，有毒垃圾尽

量避免焚烧处理，避免造成空气污染，危害村民健康。

进行垃圾变废为宝。大部分湿垃圾可重复利用，可

将其堆肥处理，流入农田，提高土壤肥沃力。乡镇居民

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可将废水重复利用，再次回流农田

或菜园。乡镇垃圾桶应根据垃圾种类涂上相应颜色以便

乡镇居民区分，使分类工作变得简单，也给后期垃圾处

理人员减少负担。

4 结束语
自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环境生态问题就

愈来愈得到重视，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垃

圾的数量急剧增加。长期以来，乡镇对垃圾处理的设施

和意识远低于城市，这也导致了乡镇严重的环境问题，

并直接导致了乡镇居民生活环境的恶劣，间接降低了居

民的幸福感和认同感。因此，乡镇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

环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

重要环节。为了营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也为可持续发

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解决生活垃圾问题刻不容缓。政

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推动群众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以做到全员参与的氛

围，干部更应主动担当，以身作则，加强组织，做好落

实。生活垃圾分类的进行进程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质量，

对于保护乡镇的生态环境、实现乡镇的可持续发展和促

进乡村振兴有着重大意义。我相信，通过党的组织、领

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我们的环境正在朝着越来越

好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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