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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政办〔2022〕19 号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集中

排查整治工作指南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的通知》（青办字〔2021〕144 号）要求，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印发了《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指南》

（以下简称《工作指南》），对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治理，规范

开展生活垃圾排查整治提供了遵循。现将《工作指南》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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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做好安排部署

各县区、各部门要将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作为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民生工程，纳入重点工作范围，作

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切实做好生

活垃圾排查整治工作。要及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结合实际制定排查工作方案，明确责

任分工、完成时限，做好宣传动员和任务分解，全面落实排查

整治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明确重点，严格排查整治

（一）明确排查整治范围。要严格按照《中共青海省委办

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垃

圾治理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青办字〔2021〕

144 号）要求，实现城市、县城、乡镇、村庄、道路、景区景点、

河道湖泊、 自然保护地等生活垃圾排查整治全覆盖。

（二）明确排查整治任务。聚焦设施布局是否合理、转

运设备是否匹配、处理方式是否科学、技术操作是否规范、

制度建设是否完善、职责分工是否明确、工作部署是否落实，

监督检查是否到位等问题，逐项逐条开展排查，并对生活垃

圾乱堆乱放、随意抛洒、露天焚烧等问题，依法依规全面进

行清理整治。

（三）明确排查整治时限。此次排查整治工作务必于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各县区、各部门要合理安排工作计划和时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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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定期督查工作成效，研究解决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

三、对照指南，规范工作流程

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对照《工作指南》相关要求、工作

方法和流程，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制定整改责

任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治时限，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按

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标准，以县区政府和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

为主体，市级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市、县区联动全面进行整改，

确保各类生活垃圾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城乡环境面貌持续

改善。

四、分析研判，科学编写报告

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生活垃圾问题，各县区政府和海东工

业园区管委会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究，认真评估工作现

状，全面查找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系统思考生活垃圾治理路径，科学谋划设施布局和处理方式，

认真填写摸底调查表，并结合实际，科学编写城乡生活垃圾排

查治理评估报告，经主要领导审阅后，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

报市政府。

五、强化督查，建立长效机制

通过集中排查整治，逐步建立市、县区政府齐抓共管，各

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各责任单位协调联动，人民群众自发参与

的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各县区政府和海东工业园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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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要定期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市城管局、市住房

建设局分别对城市（县城）和农村生活垃圾排查整治工作进行

督促指导，对重视不够、行动迟缓、工作落后的县区和单位予

以通报。

附件：《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指南》

202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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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

整治工作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南适用于全省城市、县城、乡镇、村庄以及自然

保护地等范围内的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工作，包括生活

垃圾清扫保洁、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全链条

工作的摸底调查、问题分析和整治规范等。

二、工作依据

（一）法律法规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4.《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5.《住建部等 12 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意见》

6.《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关于印发“十四五”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的通知》

7. 青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青海省进一步加强城

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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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海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二）标准规范

1.《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

2.《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城〔1997〕21 号)

3.《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 号)

4.《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08）

6.《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102-2004）

7.《生活垃圾产生源分类及其排放》（CJ/T 368-2011）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9.《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 125-2008）

10.《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47-2016）

11.《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2012）

12.《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CJ/T 280-2008）

13.《青海省城市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监督管理办法》

14.《青海省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管理台 手册》

15. 涉及环境卫生设施建设管理运营相关规范、标准等。

三、排查目的

——通过全面排查，摸清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设施、焚烧

设施、转运站、运输车辆、清扫保洁人员、管理人员、技术

服务人员的现状底数，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和短板弱项，研究

分析问题成因，为编制本地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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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21—2025 年）》提供支撑。

——通过全面排查，分析研究本地区在涉及城乡生活垃圾

治理的制度办法、运营模式、处理方式和规范标准方面存在的

短板弱项，为建立符合本地实际、行之有效的城乡生活垃圾治

理长效工作机制打下基础。

四、排查方法

以县为单位，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各相关部门为

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动员部署会，压实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工作责任，明确排查整治工作任务。建立县（市、区）、

乡（镇）、相关部门为工作主体，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

村庄为排查整治单位，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

围绕城市、县城、乡镇、村庄及城乡结合部范围，交通铁路沿

线的公路隧道、桥涵边沟、服务区范围，河流、湖泊、水库及

周边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公厕，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区

范围，做到城乡全域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面排查整治生活

垃圾乱堆乱放、随意抛洒、露天焚烧、张贴广告等问题，全面

查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短板，分析评估现状处理模式、

处理技术存在差距，研究确定未来生活垃圾治理技术路径和发

展方向。

五、工作流程

（一）安排部署。

县（市、区）工作领导小组适时召开工作任务部署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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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责任分工、完成时限，做好宣传动员和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依照本指南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排查工作方案，

明确排查责任单位、细化工作任务，对工作范围、排查内容、

完成时间提出具体要求，并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管理单位、运

营单位开展自查工作。

（二）排查主体。

由县级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机关企事业单位、清扫保洁清运单位、处理设施管理运营机构、

物业公司（或住宅小区管理单位） 、社区、村委会等，按照排

查工作方案要求， 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标准， 自下而上开展全面排查。

（三）排查内容。

1. 处理设施摸底调查。对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摸底调查表”

逐项调查填报，全面摸清辖区内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正常

运行、封闭停用、在建处理三类设施）的座数、处理规模、剩

余库容等现状运状况，分析评估管理运行水平、无害化处理程

度、单位运行成本等。

2. 收集转运设施摸底调查。对照“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摸

底调查表”逐项调查填报，全面摸清辖区内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

施数量、清理转运能力等现状运行状况，分析评估管理运行水

平、收集转运领域短板弱项、单位运行成本等。

3. 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摸底调查。纳入《青海省城市生活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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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中施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县城等地

区，对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摸底调查表”逐项调查填报，

全面摸清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储存、分拣中

心以及有害垃圾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资源化再生设

施的数量、处理能力等基本情况，分析评估管理运行水平，查

找短板弱项。

4. 集中排查存在问题。对排查发现能够立行立改的“脏、乱、

差”等面上问题，对照“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发现问题清单”逐

项调查填报，建立工作台 ，明确整治时限和责任人，限期全

面整改，确保垃圾堆、垃圾带、露天焚烧垃圾等媒体曝光问题

不反弹，生活垃圾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5. 系统谋划。在以上工作基础上， 由县（市、区）垃圾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各行业主管部门分析评估城乡垃圾治理各

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坚持全省一盘棋，打破地域

界限束缚，城乡统筹，系统思考，长远谋划，聚焦设施布局是

否合理、转运设备是否匹配、处理方式是否科学、技术操作是

否规范、制度建设是否完善、职责分工是否明确、工作部署是

否落实，监督检查是否到位等问题，客观评估生活垃圾现状治

理成效，对标国家生活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理“十四五”规划相

关要求，对表青海省“一优两高”战略和“两个高地”重大决策部署，

系统思考生活垃圾治理技术路径，科学谋划设施布局和处理方

式，撰写《×××县（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排查评估报告》（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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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建立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设施工作台 和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清单，为分年度补齐设施

短板，系统化推进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打下基础。

6. 编制行动方案。各市（州）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分析本地区划存在问题及

短板弱项，从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强化责任落实、完善体系建设、

加快补齐短板、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落实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

具体工作任务和工作措施，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行业监管，

做好监督检查等措施，研究制定市（州）级《加强城乡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备案。并适时开展督促检查，指导各县（市、区）全面完成

城乡生活垃圾治理排查整治及专项行动方案编制等工作。

六、集中整治

按照青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青海省进一步加强

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初步形成各

级政府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各责任单位协调联动，

人民群众自发参与的城乡生活垃圾治理长效工作机制。集中排

查整治工作应当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逐级报送集中排查整

治工作总结。

附件：《×××县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排查评估报告》编制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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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

排查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为指导各地以目标为导向，聚焦短板弱项，科学确立治理

模式，系统谋划设施布局，建立符合实际的长效工作机制，研

究制定本地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打下工作基础，制定本大纲。

一、基本情况

（一）县（市、区）概况。包括属区人 口、区域面积、乡

镇村庄个数，交通网络及运输条件等。

（二）收集转运现状情况。包括各类收集、 中转、运输设

施设备配置情况， 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清运量对比，收集转

运模式，转运成本分析，经费来源及保障情况。

（三）处理设施情况。生活垃圾产生量、现状清运量，处

理设施规模布局、 日均处理能力、剩余库容，委托第三方运营

情况，单位处理成本分析，经费来源及保障情况等。

二、短板弱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集中整治问题。以排查发现问题为导向，从解决乱

堆乱放、随意倾倒、任意抛撒、露天焚烧等突出问题着手，分

析问题成因，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限期完成

整改，并制定长效工作机制。

（二）“十四五”时期拟解决的短板弱项。聚焦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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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转运设备是否匹配、处理方式是否科学、技术操作

是否规范、制度建设是否完善、职责分工是否明确、工作部署

是否落实，监督检查是否到位等问题，衔接国家重大政策和规

划要求，对接我省打造全国及至国际生态高地行动方案，统筹

谋划符合各地实际的垃圾治理模式。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共建

共享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坚持城乡统筹，集中建设管理收集转

运设施；强化党 责任，构建上下联运、部门协同、专业

高效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技术路径及行动目标

（一）技术路径

1. 处理技术

2. 收集转运模式

（二）行动目标

四、主要任务

参考《青海省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行动方案

（2021—2025年）》相关内容。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保障运营经费

（三）强化监督考核

（四）广泛发动群众

（五） 做好宣传报道



- 13 -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附表：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摸底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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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清单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表 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摸底调查表

填报地区： 市（州） 县（市、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县（市、

区）

设

施

名

称

主

管

单

位

第

三

方

运

营

单

位

服务范围

开 工

时 间

（ 年

月）

投 入

使 用

时 间

（ 年

月）

封场

或停

用时

间

（年

月）

项目

总投

资

（万

元）

设计使

用年限

（年）

已

使

用

年

度

设计

总库

容

（万

立方

米）

估算

剩余

库容

（万

立方

米）

设计

日处

理能

力

（吨

/日）

日均实

际 处 理

量（吨）

现有处理设施（台）

现有管

理人员

（人）

上年度实际发生场内

运营费用（万元）

单 位
处 理
成 本
（ 元
/吨）

面积

（平

方公

里）

总人

口

（万

人）

最大

转运

距离

（公

里）

碾

压

设

施

摊

平

设

施

运

土

设

施

焚

烧

设

施

总

计

其

中

环

境

监

测

费

覆

盖

土

购

置

费

焚

烧

设

施

运

营

费

用

一

已封场

或停用

设施

1

2

3

4

小

计

二

正常运

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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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小

计

三

在建

设施

1

2

3

小

计

合

计

审核：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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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摸底调查表
填报地区： 市（州） 县（市、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是
否
委
托
第
三
方

混合收集设施 （只） 分类收集设施

日均

清运

量

（吨

/日）

转运站

日 均

存 储

能 力

（ 吨

/日）

运输设施

日 均

运 输

能 力

（吨)

转运距离占比（%）

平均

转运

距离

（公

里）

上年度实际发生转运
费用（万元）

单 位

转 运

成 本

（ 元

/吨）

备

注收
集
桶

收
集
斗

收
集
池

有害

垃圾

专用

收集

桶

可回

收垃

圾专

用收

集桶

厨余

垃圾

专用

收集

桶

其
它
垃
圾
收
集
桶

衣
物
收
集
柜

可回

收物

智能

化收

集柜

综合

转运

站

其它

垃圾

转运

站

厨余

垃圾

转运

站

再生

资源

回收

点

有
害
垃
圾
暂
存
点

后
装
式
压
缩
直
运
车

厨
余
垃
圾
专
用
运
输
车

有害

垃圾

专用

收运

车辆

可
回
收
垃
圾
专
用
车

其它

转运

车

(≤8

吨）

其它转

运 车

（8-15

吨）

其它转

运 车

(≥15

吨）

其
它
运
输
设
施

≤10

公里
10-20

公里

20-50

公里

≥50

公里
总计

其中

转运

站运

营费

其中

运输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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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摸底调查表
填报地区： 市（州） 县（市、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县（市、
区）

分类储存
设施个数

（个）

日均储存量
（吨/日）

分拣设施个
数（个）

日均分拣处

理量

（吨/日）

有害垃圾处

理设施个数

（个）

有害垃圾日均处理
量（吨/日）

有害垃圾外运

异地处理量

（吨/日）

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个数（个）

餐厨垃圾日均处
理量（吨/日）

资源化再生设施
个数（个）

资源化再生设施生产能力（吨/日）

备
注塑料制品日

均生产量
金属制品日
均生产量

玻璃制品日
均生产能力

纸制品日均生
产量

纺织
物

其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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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活垃圾治理集中排查发现问题清单
填报地区： 市（州） 县（市、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主要问题

排查情况 整治情况

排查覆盖范围
总数

（处或个）

总规模

（立方米、吨、平方米）
产生原因分析 治理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边查边改问题

（处或个）

长期坚持问题

（项）

完善制度办法

（项）

完善操作规程或

标准（项）

1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含垃圾带、
垃圾堆等乱堆乱放）

2 随意抛洒问题

3 车窗抛物问题

4 露天焚烧问题

5 清扫保洁不到位问题

6 垃圾斗、箱垃圾外溢问题

7 填埋场覆盖、碾压不规范

8 填埋场渗滤液外溢、下渗等问题

9 垃圾分类区域前分后混问题

10 乱涂乱画乱张贴广告问题

11 其它问题

小计

排查单位： 审核： 填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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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服务范围 主要建设内容 估算投资
建设
年限

建设单位 前期工作进展 备注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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