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通
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二是提升行业单位分类质量。各市级部门确保做好本单位、
本系统内垃圾精准投放。主要行业管理部门每月开展自查自
纠，其他行业管理部门每季度开展自查自纠，并及时做好问
题整改与分类质量提升。市分类办依据各行业管理部门自查
情况开展抽查并将抽查成绩纳入年度考评。行业管理部门结
合本行业内实际情况与具体特色，积极打造垃圾分类工作亮
点，推动xx市10类典范场所创建工作，“以点带线、以线带
面”提升行业内整体分类工作质量。

三是提升重点场所分类质量。深入推进商圈、沿街店铺垃圾
分类工作，商圈落实“撤桶并点”模式建设，沿街店铺落
实“上门集运”模式建设，主要道路周边沿街店铺实现分类
投放准确率显著提升，全市建成精准化投放道路18条。加大
果壳箱管理力度，确保果壳箱周边整洁、标志标识正确，要
求环卫工人劝导不分类的行为习惯。抓实重点公园、商场综
合体垃圾分类工作，建立投放责任制与日常管理制度，提升
源头分类投放质量。

（二）完善中间集运体系，架构闭环处置流程

二是规范中间收集运输环节。严格遵守分类投放、集运与处
置要求，统一大型垃圾运输车辆标识，将车身标识与运输垃
圾种类逐一对应，严禁混收混运现象。加大滴漏撒现象整治，



将滴漏撒纳入对各镇（街道）月度考评当中，要求不合格运
输车辆做好改造升级。完善有害垃圾监管机制，严格落实每
月21日有害垃圾收集日活动，落实台账建设。推动垃圾中转
站点规范化建设，各地中转站点逐步实现严格管理到位、环
保运行到位。

（三）推动垃圾限量减量，组建分类智慧平台

一是组建垃圾分类信息平台。建立市级垃圾分类信息监管平
台，并纳入城市智慧管理系统。强化居住小区实时监控，各
居住小区垃圾投放点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接入市级监管平台，
依托监控加大对居民乱扔垃圾、未分类等行为开展精准宣教。
实现收集运输车辆实时监控，收集运输车辆安装车载视频与
定位，实现收集运输可视化监管。推动中转处置场所实时监
控，加大中转处置环节规范化管理。

二是推进垃圾分类限量减量。开展文明餐桌行动，机关事业
单位等公共机构带头投身节约型机关建设，杜绝餐饮浪费。
严格落实《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所有餐饮服务场所
不主动或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餐后打包除外）。限制一次
性消费用品使用，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带头使用绿色产
品，推进无纸化办公，内部办公场所不使用一次性杯具。全
市宾馆（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不提供“10小件”，限
量提供拖鞋、牙刷等一次性用品。

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为加强全体师生、家长的垃圾分类意识，近日，幼儿园开展了
“大手牵小手，垃圾分类齐动手”主题活动。

一、宣传培训先行，创设支持性环境

首先，该园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手
册并进行动员宣传，使教职工充分认识减少校园垃圾和节约



资源的重大意义，并向家长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宣传、
指导家长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接着，购
置分类垃圾桶，按照要求做好垃圾桶“四分类”，在班级、
办公室设置2分类桶，在公共区域设置3分类桶，幼儿园食堂
产生的餐厨垃圾设置餐厨垃圾桶，并做好日常记录工作，创
设支持性环境，营造分类氛围，积极调动师生参与垃圾分类
的主动性。

为让幼儿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xx幼儿园将垃圾分
类纳入教学活动，组织各年龄段开展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专
题教育活动。组织幼儿认识常见的垃圾分类标志和基本分类
常识，引导幼儿使用班级分类垃圾桶进行日常生活垃圾的分
类。20xx年x月x日，xx幼儿园结合秋游活动开展垃圾分类社会
实践活动，各段共千余人分布在明镜公园、万松公园、瑞安
广场、玉海楼，教师组织幼儿认识各秋游地点的分类垃圾桶，
幼儿自发地将美食分享后的垃圾投入到相对应的垃圾桶，幼
儿参与度高，有效强化幼儿垃圾分类意识。

据悉，幼儿园正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后续还会
分年龄段开展一系列垃圾分类实践活动，由幼儿园带动幼儿，
幼儿带动家长，提升师生及家长对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实现
垃圾分类全园化、社会化。

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本学期我校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学校领导的指导
下，全体教师和同学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垃圾分类活动已
初见成效。现将我校情况作如下总结。

一、明确任务和目标

严格按照学校制定的工作方案，开展普及宣传、教育活动，
召开工作会议，通过班会等形式组织开展以“垃圾分类、保
护环境”“小手拉大手”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来提高垃圾分



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提升文明程度。

二、充分认识到减少校园垃圾和节约资源的意义

校园垃圾混装堆放，极易孳生蚊蝇、细菌、老鼠等，是疾病
的传播源；且处理方法是将混杂着各种有害物质的垃圾运去
填埋，既侵占土地，又使垃圾中的多种污染成分长期存在，
污染成分就会通过水、空气、土壤、食物链等途径污染环境，
危害人体健康。而我们将垃圾分类处理加以回收利用，不仅
节省了大量的填埋占地、避免污染，还能按类别回收资源、
保护资源和环境，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三、我们在“垃圾的分类”活动中的收获

1、可换芯的原珠笔、自动铅笔，可自行充电的干电池，不必
换封套的年历，可再使用的化妆品用具（如目线液、腮红）
都是可自行充填的物品，此类产品可减少资源的浪费。

2、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物品，如免洗餐具、纸杯、纸巾等，
或减少不必要物品的使用量，如漂白剂、衣服柔软精等化学
用剂，不但可减少开支，更可降低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3、尽量选用可再填充式之复印机、传真机或打印机墨水。

4、多使用天然肥皂以代替清洁剂，可减少水源污染。

5、拒绝接受不环保的广告传单。

6、离开教室后随手关灯并关闭其他电源。

7、有害废弃物如电池、日光灯管，应另外存放，再利用的资
源如废纸、玻璃等，应和其他垃圾分开，累积一定数量交由
旧货商或回收队处理，以减少资源的浪费。

8、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使学生更深的了解了垃圾分类的知



识；逐步形成了垃圾分类意识、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做好在自己周围的“由点向面”的推广，努力争当“垃圾分
类”知识的宣传员和“环保小标兵”！

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全面实施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建设生态文明广州的重要措施。为了贯彻落实《国
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_〕9号）、广州市政府
《关于推进全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意见》（穗府[20_]24号）
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推进全市教育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小手拉大手”、“千校进千街生活”垃圾分类系列活动
为载体，紧紧围绕建设幸福广州，充分发挥我市各级各类学校
（幼儿园，下同）的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实践活动主体作用，
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学校环境教育的计划和内容，培育
引导大、中、小、幼学生提高节能环保、废弃物处置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意识，积极投入生活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生
态优化活动，从师生本人做起、影响家庭，辐射社区，带动
全社会。

二、工作目标

按照教育规律，将节能减排、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废弃物处
置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和知识融入学校环境教育的计
划和内容；引导和组织学校、教师教育学生开展以生活垃圾
分类、废弃物处置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环境教育和
实践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系列活动，发动学生带动家
庭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家庭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通过“千校进千街”系列活动，组织学校带领学生深入街道
和社区，宣传和开展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活动，促进社区
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通过“百万师生齐行动”，全市教育
系统共同努力，促进广州市全面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目
标和任务。

三、主要任务

（一）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发动活动

4、各学校、各单位分别组织本学校、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动
员及宣传实践活动。

（二）开展深入持久的教育培训工作

5、培训学生学会向家庭、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发动与实
践活动，通过他们推进家庭、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三）实施富有成效的体验实践活动

（3）按照职能分工，组织协调分管、联系和指导的学校等单
位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6）组织开展教材循环使用（主题：全力推进废弃物源头减
量）；

（7）组织学校创建垃圾分类处理科学教育特色项目、特色学
校等（主题：开展垃圾分类教育研究，让垃圾分类处理成为
学校环境教育、科学教育的特色，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成为
学生的自觉行为）

（四）推进形式多样的社区辐射活动

开展“小手拉大手”、“千校进千街”生活垃圾分类系列社
区宣传实践活动，通过学生倡导节约、环保、低碳的生活理



念，推广能卖拿去卖、干湿要分开、有毒单独放的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经验和做法，倡导尽量使用菜篮子、布袋子的消费
习惯和行为方式，带动家庭和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提高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水平，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和节能减排。

通过全市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20_年底前，全市所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均纳入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区域，全面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工作，中小学生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知晓率达
到100%、参与执行率达100%、投放准确率不低于95%；学生家
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知晓率达100%、参与执行率达95%、投放
准确率不低于90%；力争对街道、社区的辐射带动率达80%。

四、工作进程

1、20_年6月—7月，主办《垃圾总动员》儿童环保剧公演活
动；

2、20_年7—8月，制订全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方案；

3、20_年9月初，召开全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动员大
会；

5、20_年7—8月，开展全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总结
评比交流。

6、20_年以后，全市教育系统各单位继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教育与实践活动的常态化、
长效化。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



为了加强全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市教育局成立广州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__

副组长：__

__

__

成员：市教育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各区（县级市）教育局局
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市
教育局科研处处长兼任。

市属各高校、各区（县级市）教育局及其下属单位、局属各
单位也要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工作
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同时，根据本方案，结合本地区、
本单位的实际，制定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方案，并
在工作方案中，细化有关无纸化办公、教材循环使用、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教育与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努力从源头上控制
废弃物的产生、节约资源，形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废弃物
处置利用、节能减排和低碳环保等的长效机制。

市、区（县级市）教育局建立领导联系制度，分别负责联系
和指导所属学校的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二）建立队伍，积极推进

1、各单位要成立生活垃圾分类指导队伍。建立由一支由相关
教师和科组长、年级组长等参与组成的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



队伍，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作业、协助服务等。

2、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减量化的知识
纳入学生课外知识培训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校园网、广播、
黑板报、国旗下讲话等形式，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知
识的宣传普及工作。组织开展以“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
主题的演讲评比活动和专题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学校教职员
工、学生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3、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活动。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开展
以“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各类实践活动，并设置
生活垃圾分类公示栏，公示本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
作的情况。

（三）项目引领，持续发展

3、鼓励学校开展“绿色建筑、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和绿
化”与废弃物处置利用相结合的各种环保教育活动，创建
市“低碳环保学校”、“环境友好型学校”和“生态文明学
校”等，并给予经费支持。

（四）落实经费，完善设施

1、市属各高校、各区（县级市）教育局和局属各单位均应安
排一定的经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同时，可积极
争取市、区（县级市）固废办的专项经费支持。

2、按照可回收、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设置
“四桶型”分类垃圾桶，并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四桶型”分
类垃圾桶合理摆放在校园各处，保障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推
进。

（五）家校联动，共同推进



市教育局成立“广州市教育系统垃圾分类处理志愿服务总
队”、各区（县级市）教育局成立支队，组织和开展学校与
家庭、社区的垃圾分类达标共建活动。通过开展“小手拉大
手”系列活动，鼓励学生带动学生家庭积极参与和开展垃圾
分类处理活动；通过组织“千校进千街”，发动教师和学生
深入社区宣传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实践活动，推动社区居民和
单位参与和开展垃圾分类实践活动，提高社区的垃圾分类处
理水平，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六）监督检查，奖优罚劣

市教育局将加强对全市教育系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的监督和检查，对工作先进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并大
力推广其先进经验；对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职责、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不力的学校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行批
评还教育，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各区（县级
市）教育局也要通过进行抽查、组织互检等方式，对本区域
学校、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情况，进行督促和
检查，并奖优罚劣。

公共垃圾分类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一）强化分类工作领导。成立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为组长的
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xx街道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办公室，明确职责分工，并将垃圾分类工作与党建工作
相结合，充分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同时，出台《扎实推
进xx区xx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规范分类标准，借鉴先进经验，指导街道社区有序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

（二）探索多元管理模式。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有效落地，
健全工作机制尤为重要。xx街道因地制宜，探索物业小区、半
开放小区、开放式小区“三类”小区分类模式，在物业小区



形成以物业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的“xxxx”模式；在
半开放小区打造“社区为主、党员引领、多方参与”的“支
部"模式；在开放式小区采取以“环卫公司为主、志愿服务引
导、定时定点投放”的“公司+”模式，以点带面推动全区域
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三）实行闭环分类收运。xx街道积极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的垃圾处理体系，正按序时建设xx座分类屋
（亭）任务，新购或改装部分类收运车辆，建立xx名收运队
伍，合理规划垃圾收运线路，并在全街道区域设置xxxx组四
分类垃圾桶，实现分类收容器全覆盖。此外，结合创城，xx街
道先撤除主次干道的可移动式垃圾桶，设立分类桶，专门安
排车辆按时间点上门收运，推行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收运模式。
以街道社区为单位规划x条收运路线，形成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x大收运体系。

（四）推进全域宣传引导。xx街道线上线下齐发力，充分利用
宣传墙、宣传角、led显示屏等各类载体积极进行公益广告刊
播宣传，依托主题党日活动、志愿服务等大力普及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并采取垃圾分类进小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
业、进医院“五进”工作法，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
和“垃圾分类板报评比”、“废物利用”等主题活动，现场
指导垃圾分类工作，让垃圾分类宣传入脑入心，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同时，发动“党员志愿+督导员”，不定期深入居
住小区、沿街商铺开展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共发放宣传手
册xxxxx份，xxxxx个可降解生活垃圾袋。目前全街道共聘用专
（兼）职督导员xx多人，志愿者xxxx多人，形成了志愿宣讲团
“教”、社区劝导员“导”、邻里督导队“督”，“三位一
体”立体式宣教体系，居民分类知晓率达xx%以上、参与率
达xx%以上。

（一）分类意识待加强。宣传发动不够深入，居民分类习惯
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目前还缺乏一套成熟的激励和奖惩



机制。

（二）合理联动待提升。部分社区培训力度不够，经办人业
务能力不够强，在推进过程中方法不多，部门联动不够密切，
未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分类工作进度。

（一）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网络媒体、广电广播，利用端午
节、中秋节等重点节假日，联合各牵头部门，采用“集中
式”、“轰炸式”方式在整个街道、机关单位、学校的医院
等全面铺开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宣传模式。同时，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模式，通过建立居民
“绿色账户”、“环保档案”、“以旧换新”“分类兑换”
等方式，从而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分类工作和源头减量行动中
来，使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民心，切实提高xx街道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二）完善体制机制。从粗放管理向微循环精细化管理转变，
从关注设施建设向全过程管理转变，从立足无害化处理向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重转变，建立多方面共同参与的垃
圾分类治理模式。加强管理，严格考核，切实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和检查考评机制，确保生活垃圾分类省级示范片区创建
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快执法保障。持续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行
动，重点围绕源头减量制度、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义务、公
共场所分类投放规定执行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发挥典型案例
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