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 垃圾分类
社会实践活动报告(实用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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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篇一

20__年7月28日黄埔区“垃圾不落地”启动仪式开始以来，黄
埔街贯彻科学发展观、创建文明城市、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
建设幸福黄埔，继续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本月主要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9月22日上午，黄埔街在荔园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行动日”
活动。活动现场，小朋友表演了由社区居民谱曲填词“垃圾
分类之歌”，令在场的观众感动不已，充分体现了群众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现场特邀请区城管局垃圾分类办的同
志向群众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解答咨询，指导居民如何科学
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人人有责，人人动手”，倡议
社会各界都来加入“垃圾分类卫士”的行列。为居民更直观
了解不同的垃圾如何投放到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我街制作一
些垃圾实物示意图片运用在有奖互动游戏中，通过这种游戏
大大提高了居民投放垃圾的准确率。

二、向机关团体推行实施垃圾分类工作：

如广州市邮政局黄埔分局、育蕾幼儿园，黄埔街垃圾分类指
导员亲自上门做宣传，送去分类垃圾桶、发放海报、宣传册，
并为单位制作安装宣传栏、“垃圾分类责任管理公示牌”等，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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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开展分类教学，分类垃圾齐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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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篇三

9月6日上午9点，承泽苑社区在活动室召开垃圾分类指导员工
作总结会。此次会议共有21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参加，由社区
主任李亚军主持召开，会上对指导员工作进行全面总结。首
先对垃圾分类指导员不怕脏、不怕累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宣传工作很到位。鼓励他们
以老带新发扬好的工作作风。并提出几点要求：

一、严守上岗纪律，端正工作态度，杜绝迟到早退。

二、遇到问题及时与居委会人员进行沟通，共同解决。

三、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作取得更大成绩，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2纸南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总结

20__年8月28日上午9点半，纸南社区在广纸俱乐部广场举办了
“垃圾分类”科普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南石头街环监
所的大力支持，使得活动能够顺利开展。本次活动通过有奖
问答、小游戏等形式进行了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内容形
式多样：

1、在活动场地摆放宣传展板，引导居民浏览垃圾分类宣传知
识。从中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常识。

2、以垃圾分类有奖问答为主题的形式与居民互动。问一些生
活中垃圾分类的知识，答对的获礼品一份。

3、垃圾分类的游戏，活动场地放致有：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有害垃圾的垃圾桶，把废弃物品正确放入相应的
桶里，正确的获礼品一份。

以此让居民认识垃圾分类种类，增强环保意识。现场气氛热
烈居民群众都踊跃参加。这次参与活动的社区群众约500人次，
发放礼品约405份。

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篇四

地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近十几年来，我
们的生活环境不断遭受破坏，全球气温升高，白色垃圾，水
资源被污染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还是我们人类。人们大量地
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产生着废弃
物。被废弃的垃圾填埋场不复为耕地，也无法建成生活小区。
因此，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我校在20__年11月12月份，开展
了垃圾分类系列活动。

1、提高环保意识，树立分类观念。

通过校园广播、橱窗校园网络等形式，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
宣传、教育和倡导工作，阐明垃圾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危
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呼吁学生的积极参与。同时
教会学生垃圾分类的知识，使学生进行垃圾分类逐渐成为自
觉和习惯性行为。

2、各班加强宣传培训，普及分类方法。

各班采用不同形式：如学生上网查资料、图片，或进行调查、
采访等搜集资料，然后利用校会、午间等时间，在班里进行
交流，相互受教育，让学生学会分类垃圾;养成在室内分类的
习惯;对分类工作做得好的班级进行表扬奖励，树立典型，介
绍经验，强化推广。



3、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班会。

通过主题班会增强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班会的内容十分丰
富，有的同学还做了幻灯片，配了音乐，十分精彩。通过演
讲，让全校学生了解了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更深层次的体
会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同学们都来了解垃
圾分类，都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使有限的资源能得到重复利
用，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变得更加洁净。

4、制定措施，落实到位。

学校设置分类垃圾桶：垃圾桶上贴上“可回收”和“不可回
收”标志，并且通过广播宣传，告诉学生在扔垃圾的时候分
类投进不同的桶里，学校保洁人员在清理垃圾的时候，再分
别进行处置。并且鼓励各班设置可回收垃圾袋或垃圾箱，将
本班的可回收物品分类存放，比如我校学生每天喝过奶的奶
盒，喝完后把它按扁，然后放进纸箱内，定期卖给废品收费
站。所得费用可以作为本班班费，为同学们买奖品等。这样，
既做到了环保，又使同学们树立了节约意识，还体验到了其
中的乐趣。

5、开展垃圾分类活动的意义

通过在我校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是同学们明白了：垃圾处理
的方法还大多处于传统的堆放填埋方式，占用上万亩土地;并
且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地污染环境。因此
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备，降低处
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
面的效益。

1、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
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
垃圾数量达5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
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
产;抛弃的废弃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因此回收利用可能减少危害性。

3、变废为宝：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30亿个，方便面
碗5—6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3—7%。1吨废塑料可回
炼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
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
的铝快，可少采20吨铝矿。生产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
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4、坚持不懈：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系统
工作，同学们不仅在学校要做到将垃圾进行分类，同时也要
告诉自己的家人及其身边人做到垃圾分类，使我们生存的空
间真正变得洁净、明亮!

垃圾分类活动过程报告篇五

这次的“校园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活动从20xx年x月x日展
开至x月x日，x天的时间里，学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即使在
活动结束之后学生们对垃圾分类活动的热情依然没有减少，
因该继续鼓励这样的行为，将垃圾分类的评比长期的`加入每
周的评比中。然后，在这次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对这次的
活动总结如下：

一、活动宣传

在活动开始前我们先开展了宣传期，由各班的班主任召开班
会学习垃圾的分类，要保证每个同学都能了解垃圾分类的知
识。在校园中我们在宣传栏更新了垃圾分类的知识点，帮助
同学们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新一轮的
黑板报评比，让同学们能更加深刻的了解垃圾分类。



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出有不少的同学都是非常有兴趣的，毕
竟现在垃圾分类将逐渐成为主流，对生活有关心的同学可能
已经发现在生活中已将逐渐开展了垃圾分类活动。

之后我们还增加了分类垃圾桶，但是还没有启用，垃圾桶上
清晰的写明了该放入何种垃圾。在活动正式开始前的这段时
间，也常有路过的同学驻足学习。

二、活动开始

在经历了短暂的几天学习后，我们正式开始了垃圾分类，各
班级也要求严格的按照分类将垃圾打包丢进分类垃圾桶，包
装上有各班的班号，以此分别对各班进行评比。

在活动开始的前几天，因为有些同学参与不积极，或是缺乏
分类知识，被发现好几次乱丢垃圾，对这种行为我们严厉打
击！由学生会随时检查并记录到班。在这样的整治后，情况
变得好了很多。

之后随着活动的推进，垃圾分类的活动也愈演愈烈，在评比
上升到班级层面之后，同学们都更加有了积极性，对自我的
约束也更强了。班级间也出现了分类的攀比现象，校园的卫
生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