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汇总9
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一

垃圾分类已经倡导了很多年，而且我们身边的很多垃圾筒也
分成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大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垃圾筒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人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
式，不管什么垃圾，都扔到一起。

这不仅是一种对于环境的污染，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
相信，当垃圾处在正确的位置，我们将会收获一大笔财富。
因此，推广垃圾分类处理，不仅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
这必然也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首先学习了垃圾怎样进行分类处理。通
过学习，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垃圾放错位置，我们真的浪费
了很多资源。

一方面不仅因为有些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如果直接扔掉，就
意味着我们需要花费新的资源再生产;另一方面，有些垃圾即
使不能再用，但是经过简单的再加工之后也能够继续为人们
服务。与此同时，有些垃圾本身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如果直
接扔掉，将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

在深入学习了垃圾分类处理之后，我们尝试着利用自己所学
和手头的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的宣传。在



此期间，我们制作了一些ppt、视频，到中、小学，社区进行
科普宣传，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之后，我们在学校组织了一些垃圾分类处理的.优秀文章、微
电影等，使活动更具有影响力。同时，活动小组携手大学自
行车协会进行了一次骑行宣传。

我们深知，仅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去推广垃圾分类处理是远
远不够的，因此，在所有活动过程中，我们积极寻求其他同
学的协助。在此，向所有为"绿风行动"付出努力的每一个人
表示感谢，正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我们才能一路做下来。

在宣传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垃圾分类很
陌生，"到底哪些是可以回收的，哪些是不可以回收的"，很
多人都分不清楚。

我想，这与我们教育本身有关。"绿风行动"的结束不代表垃
圾分类处理推广的终结，相反，我们应该在活动中发现问题，
并尽自己所能去解决。我们这一代没有将垃圾分类处理做好，
那么我们就应该帮助下一代努力去做。

从孩子抓起，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让他们明白怎样
进行垃圾分类，这是我们每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绿风吹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校园会因此改变多少，但我们
希望"绿风行动"等够传承下去，一代一代，净化着校园，净
化着我们的心灵。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二

近日，百官街道绿城社区党员干部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进
社区活动，向暑期学生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现场，社区拉起“垃圾分类益处多环境保护靠你我”的



横幅，并邀请了垃圾分类督导员为大家现场演示如何对垃圾
进行分类。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孩子们对垃圾分类知识的
认知，社区还专门开展了垃圾分类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垃圾分类公益活动，居民参与度很高，效果显著。实践
活动不仅增加了社区学生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知，而且形
成了小手拉大手的'模式，令更多的成年居民认识到垃圾正确
分类的重要性，为构建绿色小区、创建“品质之城”奠定了
基础。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三

x月26日上午，在成都市温江区永盛镇永盛场社区人声鼎沸，
来自机关党员代表、企业代表、居民群众、保洁人员、镇综
合管理大队约150人在这里共同参与了一场主题为“一点分类、
聚成绿洲”的垃圾分类公益倡导活动。

活动现场进行了集体签字仪式、垃圾分类现场演示、互动游
戏、知识问答等小活动，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孙启华同志
向镇居民发出分类倡导，让群众更直观了解垃圾怎样分类以
及分类回收利用的好处，进而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垃圾
分类的生活实践中来。

此次活动，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永盛镇垃圾分类工作更加有效
的具体措施之一，下一步，永盛镇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加大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力度，做到在宣传、硬件建设、责任分工
等方面深入抓好落实，做到“宣传到位、设施到位、责任到
位”，下半年将在全镇范围内新增5个垃圾分类试点点位，以
点带面带动更多的'人主动参与进来，为营造更加美丽和谐的
生活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四

我们校园内坚持一日两扫，并做到卫生无角、无环境污染源，



组织学生干部每日进行检查，一周小结，表扬鼓励。学生
在“植树节”组织造林护树活动;在“爱鸟周”开展保护鸟类
的宣传教育;在“世界环境日”不失时机地举行“保护环境、
美化校园”专题讲座，号召全体少先队员行动起来，绿化美
化家园，保护生态环境;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组织学生们走上
街头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向社会分发保护环境的《倡议
书》，要求队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邻里、社会，
共同创造优美环境，达到良好效果。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是校园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校园垃圾分
类可大幅度地减少垃圾增加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
理费用，有利于进行资源再利用。在校园中开展垃圾分类回
收利用的活动，不但可以使资源循环再利用、节省资源，还
可以培养学生环境保护的意识。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全
民环保意识，全面推广和落实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政策，建
设一个绿色、和谐、美丽、节约型的校园。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我们将再接再厉，努力使这项活动更加富有成效。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五

在各班级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垃圾分类活动。如：开展“垃圾
分类，保护环境”的垃圾分类主题班会、举行绘画、手抄报
设计比赛、利用废旧可回收的垃圾制作艺术作品等等。同时，
各班实行垃圾分类回收积分制，学生定点定时回收废弃的可
回收垃圾，每周统计上报。每周进行一次垃圾分类情况总结，
对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和现象进行批评指正，对垃圾分类
到位的学生进行奖励。并且，鼓励每个队员争当小小记录员
和监督员，准备一本记录册专门记录每位家庭成员的垃圾分
类执行情况，互相监督，创造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垃圾分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持之以恒的坚
持做下去，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相信，xx小学全体师生
和家长必将共同努力，提倡低碳环保，享受绿色生活，为创
建文明城市、美丽家园作出更多的努力!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六

为了让学生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增强学生规范投放垃
圾的意识，近日，小学多措并举开展“垃圾分类、你我同
行”的主题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从身边点
滴做起，让学生小手拉起大手，创造家校共育的新气象。

在本次主题教育活动期间，xx小学首先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利用学校的校园网、宣传板、led电子屏幕循环播放宣
传标语进行宣教，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切实提高学校
全体师生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学校设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有明确的分管领导、责任人、
清洁员等，制定校园可回收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利用升旗仪
式向全校师生发出垃圾分类的活动倡议，介绍校园垃圾和生
活垃圾分类的意义，布置落实垃圾分类的具体活动安排。在
校园、班级、办公室、食堂等地按要求严格设置分类垃圾桶，
包括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可腐烂的厨余垃圾等，引导全
体师生及家长抵制乱丢乱扔，并树立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

在各班级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垃圾分类活动。如：开展“垃圾
分类，保护环境”的垃圾分类主题班会、举行绘画、手抄报
设计比赛、利用废旧可回收的垃圾制作艺术作品等等。同时，
各班实行垃圾分类回收积分制，学生定点定时回收废弃的可
回收垃圾，每周统计上报。每周进行一次垃圾分类情况总结，
对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学生和现象进行批评指正，对垃圾分类
到位的学生进行奖励。并且，鼓励每个队员争当小小记录员
和监督员，准备一本记录册专门记录每位家庭成员的垃圾分
类执行情况，互相监督，创造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垃圾分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持之以恒的坚
持做下去，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相信，xx小学全体师生
和家长必将共同努力，提倡低碳环保，享受绿色生活，为创
建文明城市、美丽家园作出更多的努力！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七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是实施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对于改善人民环境，实现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创建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社区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先锋社区于20xx月22日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现将活动情况小结如下：

本次活动意在表彰在我社区推广垃圾分类期间能自觉积极实
行垃圾分类并在街坊中起到宣传及榜样作用的垃圾分类友好
家庭，并通过座谈会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活动前，我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区志愿者在社区范围内张贴宣
传海报及活动通知，上门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150多份，提高
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使垃圾分类深入民心。同时协助
居民完成调查问卷并免费派发家用厨余垃圾桶，在楼层大门
张贴垃圾分类的定时定点温馨提示，告知居民小区将于7月22
日开始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通过耐心的解释和指引争取
得到居民的支持和配合。务求令活动信息覆盖全社区，提高
居民参与率，营造良好的宣传气氛。

活动当日，我社区组织志愿者在会场外设摊派发垃圾分类宣
传单张，并向前来咨询的居民解答问题，宣传垃圾分类的好
处。

通过本次活动，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
对如何分类垃圾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到场居民均表示在这
种愉快生动的活动中，更能深刻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
表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推进垃圾分类进行。

为了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实践
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20xx月碧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举办了
一场“以人民的名义行动”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工给居民们讲授了垃圾数量的危害性；处理时
的困难；如何分类好垃圾及其意义等。并带动参与者一同在
游戏中更好的理解垃圾分类，让居民拿着对应种类的图板投
放到四种分类垃圾的桶里。游戏中更有小朋友争先恐后也要
参与其中，拿起一块图板就朝着前面的分类桶跑过去。一位
热情的居民就告诉小朋友说：“厨余垃圾应该放在左边的桶
里，右边的是有害垃圾······”游戏结束后也继续给
居民普及更多相关知识。

通过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
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促使
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从而不断提
高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良好的环境是居民生活安定、社会和谐的基本物质条件。然
而，日益增加的垃圾正不断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带来诸多负面
影响。垃圾分类可充分回收利用可回收物，变废为宝；可以
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费用。为了宣传垃圾
分类的重要意义，20xx9月29日，根据妇女联合会工作安排，
对我辖区申请批准的两个垃圾分类宣传文明楼门栋进行了宣
传展品的张贴，同时深入居民家中进行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
意义。

居委会通过在单元门上张贴“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宣教示范楼
门”门牌；在楼道墙上张贴宣传垃圾分类意义的kt板；挨家
挨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文明楼门栋倡议书”、环保书籍、
小礼品等形式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使大家意识到了
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得到了居民朋友的认可和赞扬。纷纷表示
“绿色生活在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一
定会宣传垃圾分类，坚持做到垃圾分类，争取让这利己利民，
造福人类的行为能形成习惯，并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全民
行动，共同建设我们绿色和谐的美丽家园！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八

为减少城市垃圾处理压力，缓解垃圾围城危机，提高居民素
质和环保意识，提升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能力，落实我社区
垃圾分类工作。本月，结合广州市开展“爱护环境”主题月
的实际情况，我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活动情况小
结如下。

本次活动在周末进行，许多休息的居民都来到球场参与我们
的活动。活动现场多了一些对垃圾分类不太了解的居民。为
此，我们准备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资料，免费派发给居民群众。

8：50，活动开始了。首先是垃圾分类宣传和垃圾分类实操演
示社区垃圾分类活动总结及小结社区垃圾分类活动总结及小
结。我们要求居民打开垃圾分类宣传折页，看着宣传资料，
我工作人员告诉居民垃圾分类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然后告诉居民每类垃圾对应垃圾
桶的颜色，各类垃圾的代表物品，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和回收
等知识。然后各类垃圾都进行了一次分类实操。宣传“爱护
环境”的重要性，要求居民“爱护环境”，进行垃圾分类。

9：00，垃圾分类有奖游戏开始了。在垃圾分类实操游戏的摊
位上，小朋友比较积极，他们把刚刚学习到的知识学以致用，
在家长的陪同下，有序地进行了垃圾分类实践。在垃圾分类
有奖问答的摊位上，老人家比较敢兴趣，因为涉及的知识面
比较广，所以老人家不懂的就按自己的知识和习惯猜答案。
但是垃圾分类是一项带有专业性的内容，我工作人员引导居
民详细阅读垃圾分类宣传单张，在单张内容里面寻找答案。
因此，许多居民群众都详细阅读了垃圾分类宣传单，特别在
好学的小朋友的带动下，部分老人家也认真阅读了垃圾分类
宣传单张，居民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深的了解。

本次活动我社区居委会共发出调查问卷10份，回收10份，满
意率为100%，社区活动得到居民群众的支持！



我社区居委会将继续开展垃圾分类相关活动，为构建美丽家
园而不断努力！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总结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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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少先队大队部向全体同学发出了如下倡议：希望全校的同
学能积极行动起来，科学处理垃圾，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努力把好的卫生习惯带到
社区、带到社会，认真做好在自己周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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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