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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每个人都是参

与者，更是受益者，这是幸福株

洲全体市民的共识。

这种共识，源于润物细无

声的积累。

家门口暂当“垃圾桶”，出门

时顺手把垃圾扔下楼。对于住在

轴承厂新生活小区的居民来说，

这样扔垃圾本是件惯常事。

垃圾分类，意味着扔垃圾

要 定 点 、定 时 ，还 得 分 清 分

细 ，“ 尽 管 扔 垃 圾 变 麻 烦 了 ，

但居住环境更干净。”居民邹

先生说。

这 种 共 识 ，源 于“ 春 风 化

雨”的氛围。江湾壹号等小区在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针对小

区特点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绿

色积分卡”，正确分类并投递垃

圾可获得积分，并可兑换生活

用品，此后还添加了专门的再

生资源回收设备，方便让居民

的快递纸箱、金属物品、旧衣物

等就近找到回收好去处。

这种共识，源于对居民的

贴心与尊重。垃圾分类点多面

广，新老小区环境各异，株洲

坚持因地制宜，“一点一策”用

精细方式收获居民理解支持。

这一过程中，株洲还通过开展

“美好家园我助力”垃圾分类

系列主题宣传、株洲城市管理

“ 金 点 子 ”等 活 动 ，吸 引 超 过

100 万人次市民参与，为垃圾

分类建言献策，推动形成长效

管理机制。

从前“一个筐”，现在“四个桶”；不仅“减源头”，
还要“再利用”；曾经“嫌麻烦”，如今“成时尚”……小
垃圾，大革命。生活垃圾分类既是关键民生实事，也
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发展大事。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这些
年，一场久久为功的“垃圾革命”在株洲蓬勃发展。分
类覆盖面持续扩大，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为全省乃至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争创了“株洲样
本”，为加快建设“美丽湖南”贡献力量。

作为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生活

垃圾分类是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发展命

题之一。

以株洲为例，城区生活垃圾日产量

约1540吨，且以8%的速度逐年攀升，垃

圾终端处置压力与日俱增。而长期随意

丢放的生活习惯、传统的清运方式，都

加大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难度。

另一方面，这些年，从厕所革命到

垃圾分类，这些曾经的“小事”都成了

全民关心的“大事”，种种都指向治理

思路的转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

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事着手，想民

之所想，解民之所难。

循着这一思路，株洲发扬城市管

理工作“排头兵”精神，攻坚克难，全域

掀起“垃圾革命”。

高位发力，统筹推进——

垃圾分类是一场攻坚战，更是持久

战，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才能让工作行稳

致远。株洲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成

立由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

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

县市区、各部门单位相继推进，构建四

级联动的“一把手”抓垃圾分类制度，集

全市之力确保“一分到底”。

直击痛点，精准布局——

建筑垃圾违法倾倒、餐厨垃圾违

规收运等城市管理痛点，不仅影响环

境，更危及居民健康生活。但垃圾分类

从投放、收运到处置各个环节都需要

大手笔资金投入。

株洲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针对

分类设施、终端处理回收等关键环节，

全面更新设施设备。同时，在充分征求

居民意见后，出台精细到公共机构、居

民小区等各个区域的垃圾分类指导手

册、作业规范等文件，结合示范街道、

小区创建，推动分类覆盖面不断扩大。

宣传引导，重点发力——

从实践角度看，垃圾分类的过程

就是一次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

治理的过程，一次把“要我做”变成“我

要做”的过程。

创新随之而来。眼下，在城市街头

广场、社区学校，一个个具有株洲特色

的垃圾分类卡通形象、垃圾分类宣传

指引牌随处可见；低碳新时尚文化广

场、垃圾分类主题小游园、垃圾分类宣

教中心等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宣传阵地

被充分激活；垃圾分类线上课堂、社会

实践等一场场活动此起彼伏……这一

过程中，垃圾分类不仅是一次思想更

新，也是一次全民合唱。

亮点成绩，欣然显现——

目前，株洲城区 1383 个居民小区

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86.1%，公共机

构实现垃圾分类 100%全覆盖；在全省

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综合评估中，

株洲市连续三年蝉联非省会城市第

一名。

垃圾分类，对城市治理能力不断

提 出 新 挑 战 ，如 何 让 居 民 改 变 旧 习

惯，养成新风尚，每一步都考验着城

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谋略，每一环都需

要下足功夫全力破题。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链衔接、

社会动员”，这是株洲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的运作机制和力量源泉。具体实践

中，株洲坚持前端树风气、养习惯，后

端破解“前分后混”等顽疾，实现垃圾

分类全方位覆盖、全链条提升。

合力，在引导中凝聚。市城管局牵

头成立生活垃圾志愿者协会，发动党

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小区，做好垃圾分

类示范宣讲；由市机关事务局牵头，全

面推开党政机关、公共场所的垃圾分

类全覆盖和示范创建；由教育部门牵

头，垃圾分类知识成为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必修课”，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养

成新风尚……

垃圾分类的群众基础逐步夯实，

但 要 真 正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成 为“ 寻 常

事”，还得让居民方便投、容易记。

如今，株洲各个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配有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定时

定点帮助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

“我分好的垃圾有分类收运吗？有

实现再利用吗？”回应居民关切，株洲

增购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等

分类运输车辆共 389 台，拒绝垃圾“前

分后混”，同步推进终端设施建设完

善，让垃圾“各归各处”。

实干为先
做细做优“关键小事”1

2 迎难而上
全链提升彰显分类实效

3 同频共振
居民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垃圾分类示范街一景

▲市民在垃圾分类小游园锻炼

▲垃圾分类趣味活动

▲低碳·新时尚文化广场全貌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也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

类的最终目的，是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利用。

株洲高标准建设的市级大

件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

终端设施，全面完善垃圾资源

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是，

垃圾回收品种少、回收总量低，

没有落实应收尽收。

知题，破题。株洲各机关单

位、物业公司与大件垃圾资源

化利用中心签约，由运营企业

上 门 回 收 ，打 通 大 件 垃 圾 从

“扔”到“收”的堵点。该项目年

处理大件垃圾 10800 吨，年生

产生物质颗粒燃料 2000 余吨，

可再应用到冶炼铸造、农业等

领域。

城区 6000多家餐饮店的餐

厨垃圾，每天由专人定时定点

上门收集、密封运输，餐厨垃圾

处理全程产生的生物柴油、废

水等都纳入监管，无害化处理

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到达 100%。

终端设施分门别类科学布

局，从便民角度出发，我市还在

各区选址废弃垃圾中转站、老

旧仓库等区域，改建为可回收

物分拣中心、有害垃圾暂存点、

大件垃圾和建筑装修垃圾堆放

点，就近服务居民。

尽小者大，积微成著。随着

株洲的垃圾分类长效机制进一

步健全，我市决心在年内实现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为

“后半程”深耕精作留足时间。

我们相信，在全民支持、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下，一个满载

绿色发展理念的垃圾分类“株

洲样本”，值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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