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无废城市”创建目标

2023年年底前完成100个“无废细胞”
试点创建目标

2025年6月底前，全市至少建成

300个“无废细胞”

到2025年，全市“无废城市”建
设指标体系全面达成，打造
信息监管“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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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培源

苹果核需要一周才能腐烂成泥，香蕉
皮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易拉罐可能需要一
百多年才能被分解，普通玻璃啤酒瓶则需
要一百万年才能融入泥土……8月15日，
记者在度假区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基地看
到，墙上的垃圾分解表清晰地注明了各种
垃圾降解所需要的时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各类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
用体系”“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无废城市”建设是在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
动的一项改革任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今年3月7日，我市召开“无废城市”
建设动员视频会，传达了《聊城市“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部署

“十四五”时期全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标志着我市正全力以赴提高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领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什么是“无废城市”？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
理念，“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
而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
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
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
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对于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
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聊城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市“无废
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全面达成，打造信息
监管“一张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超过75%，赤泥综合利用率逐年提
升；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100%；基本
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全
量焚烧，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35%；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农膜
回收率稳定在92%以上，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超过 80%；市城区和其他县（市、
区）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

分别达到55%和45%，城镇新建民用建筑
中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100%；绿色生活和
生产方式全面铺开，力争建成“无废工厂”
等“无废细胞”300个以上。

期待更多“无废细胞”被激活

“无废城市”建设是全新的发展
理念、认知过程和改革方向，是将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
城市管理新模式。每个新生事
物都由新的细胞单元组成，而

“无废城市”也同样包含着无
数个“无废细胞”单元。

近日，聊城市“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小组办公室
印发了《聊城市“无废细胞”
创建实施方案》，发布机关、
学校、社区、工厂、园区、集
团、商场、景区、工地、农村、农
场十一类场景《“无废细胞”创
建实施指南》，持续推动我市“无
废城市”建设，完善各类“无废细胞”
创建标准，融合各类绿色创建工作，高标
准打造一批“无废细胞”，推动全市“无废
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

《聊城市“无废细胞”创建实施方案》明
确以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为目标，聚焦十一类场景，有序推进“无废
细胞”创建。争取2023年年底前完成100
个“无废细胞”试点创建目标，2025年6月
底前，全市至少建成300个“无废细胞”。

我市“无废细胞”创建工作分三个阶
段实施。第一阶段启动试点，确定一批

“无废细胞”创建试点，今年年底组织对创
建试点进行评估、验收；第二阶段结合试
点单位“无废细胞”创建情况，总结创建经
验，全面推进“无废细胞”创建工作，并根
据实际拓展建设数量和其他场景“无废细
胞”建设，加速“无废细胞”区域全覆盖，形
成“以点带面、连线成片、示范引领、整体
提升”的“无废细胞”共建格局；第三阶段
系统推广亮点做法，打造一批具有聊城特
色的“无废细胞”创建样板。

我市将以《聊城市“无废细胞”创建实
施方案》为指引，高度重视“无废细胞”创
建工作，持续强化宣传，严格评估验收，及
时总结工作经验与亮点，全面提升公众认
知度和参与度，营造全市“无废细胞”建设
氛围。

让“无废”理念根植于心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是“无废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旨在将“无废”理念融入市
民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度假区创新建立垃圾分类智慧管理
平台，通过智能化设备向居民发放积分卡
5100余张，建立垃圾分类积分账户1.23万
余户；运营智能环保屋10处、分类垃圾亭
71处，配置智能厨余收集设备49套，投放
分类收集容器1200余个、专用运输车辆5
台。截至目前，城区 13 个居民小区、7 个
公共机构基本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东昌府区作为聊城市主城区，过去，
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一直是个难题。如今，22个街区绿岛成
为周围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好去处。

“街区绿岛收集的旧衣物、玻璃瓶、易
拉罐、旧书报等回收物，最终进入聊城市
循环资源回收分拣中心，进行再利用，可
以有效减少资源浪费。”聊城市城郊资源
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建南说。

据了解，我市共建设可回收物分拣中

心6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6座，日处理
能力 4200 吨；餐厨垃圾处理厂 2 座，日处
理能力350吨；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处理站
3处，生活垃圾分类宣教基地（主题公园）9
处。今年，我市将在全市选取1个街道、11
个社区开展省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
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打造街道、社区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样板。

开发区针对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
废物、城乡生活源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危
险废物、再生资源领域，提出了44项指标，
明确了七项重点任务。同时，积极打造

“1+6”智慧平台，坚持全场景发力，在赋能
“无废城市”建设的同时，积极展现江北水
城“无废文化”。此外，开发区结合绿色生
活创建活动，定期发布宣传视频、专栏文
章等，扩大“无废”理念传播范围。培养居
民共享共建意识，全面提升公众参与度。
培育绿色消费市场，促进绿色交通、绿色
用品消费以及文旅领域的绿色消费。在
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消费标识，提示消
费者适量点餐，积极践行“光盘行动”。鼓
励宾馆、饭店、景区推出绿色消费措施，引
导群众自觉践行“无废”理念。

激活“无废细胞”，引导群众践行“无废”理念——

看我市如何创建“无废城市”

高新区裕昌九州国际小高新区裕昌九州国际小
区内的智能化垃圾分类驿站区内的智能化垃圾分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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