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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 
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

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要求，推动建立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集体

系，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结合“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推进，近

期印发实施《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通盘考虑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区域分布特征、现

有收集能力等情况，完善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点位布局，进一步提

升危险废物收集能力建设，解决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处置难题。

明确了试点单位范围、试点单位条件、试点单位布局、试点时间

等内容，规范试点单位申报程序，提出试点单位环境管理要求以

及鼓励与惩罚措施，并对试点前后工作衔接作出具体安排。 

《方案》明确生活源废铅蓄电池环境管理要求，规定“收集

个人、家庭等生活源产生的废铅蓄电池时，转移至集中贮存点前

的收集环节豁免管理，应按要求做好相关台账记录和交接记录，

无需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切实解决生活源废铅蓄电池收集过

程管理难题，有效推动废铅蓄电池安全回收处置，维护全市生态

环境安全。 

《方案》的印发实施，标志着广州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管理

工作进入新阶段。接下来，广州市将以国家和省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有关要求为指引，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持续跟踪《方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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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情况，定期评估试点单位运营情况与《方案》实施成效，总结

试点工作经验，为进一步强化全市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奠定基础，

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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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资源回收为“无废校园”再度减负 
 

近几年，高校开展毕业季资源回收活动逐渐成常态化举措。

随着一年一度毕业季的到来，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联合广州市、区供销社及辖区内的华南师范大学，以点带面，

开展辖区高校毕业季资源回收活动，为“无废校园”再度“减负”。 

一是汇聚三方力量 身体力行为校“减负” 

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华南师范大学后勤处及广州

市、区供销社三方合力推进，在华师学生公寓区域设置可回收物

回收点，引入第三方服务企业负责回收环节。学生在宿舍将书籍

等可回收物分好类，送至回收点进行称重，即可兑换由第三方服

务企业免费提供的环保袋，从而推动校园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 

二是打造“校园文化+分类”模式 用绿色环保方式告别校园 

华南师范大学以资源回收为主题，融合校园文化在活动点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学生志愿者现场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及《穗

回收可回收物指南》，指导同学进行可回收物分类。学校通过积分

兑换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回收活动。学生融合“校园文化+分类”

设计专属文创环保布袋作为积分兑换奖品，用绿色环保的方式告

别校园。 

三是资源回收成常态 体系完善再升级 

毕业季清理压力不仅是各大高校每年一度的“清洁考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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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住宿条件的中学也面临同样压力。广州在学校资源回收再利用

方面一直在探索，目前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积极推进智能分

类回收箱进校园，逐步提升校园生活区设置智能分类回收箱的比

例。如华南师范大学在学生公寓楼下生活垃圾投放点旁设置智能

回收箱，分设四类可回收物桶位，同时配置雨棚、显示屏以及监

控等。运营人员可通过监控实时了解投放情况，师生可以通过小

程序或 APP 扫码投递记录积分在一旁饮料柜兑换饮品。二是特定

时间段组织可回收物集中回收，如学生毕业季集中组织统一的资

源回收行动。这种特定时间段的集中回收需要同步协调学校与供

销系统，形成长效机制。 

下一步，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计划拓宽资源

回收利用在校园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升级校园资源回收体系，

持续为“无废校园”提供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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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不出村”全域升级  创农村垃圾 
分类特色“蓝本”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擦亮乡

村振兴底色的一项具体实践。 

  近年来，花都区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中，立足农村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探索出不同的治理模式。

其中，竹洞村是个“明星村”，以“厨余垃圾不出村，循环利用有

新招”的做法，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领域做出“出圈”示范。 

  据介绍，竹洞村积极探索厨余垃圾沤肥的处理方式，利用村

内沤肥点 2 个，厨余生态箱 1 个，厨余垃圾微生物处理设备 1 台，

通过厨余垃圾沤肥的方式，每天可以处理大约 0.2 吨的厨余垃圾，

实现了“厨余垃圾不出村”的做法。同时全面提升农村垃圾分类

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完善资源可回收系统，优化升级设施设备，

解决了可回收物收运“最后一公里”问题。 

  花都区“趁热打铁”，将“竹洞村经验”推广至全域，开创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特色“蓝本”。 

  目前，花都区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联席会议管理制度，由区长

担任总召集人，搭建“市—区—镇街—村”四级工作网络，构建

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党群协同的运作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优化提升 151 条达标村，高标准推进 6 条

精品村、6 条重点村建设。因地制宜突出农村厨余垃圾不出村特色，



 — 7 — 

采用“家庭+种养+回收公司+无害化收集点”联合分类、分流、分

解方式，利用沤肥坑、太阳能生态箱、厨余垃圾微生物处理设备

就地处理厨余垃圾，建成农村沤肥点 153 个，厨余生态箱 6 个，

厨余就近就地处理设施 9 处，日处理厨余垃圾约 200 余吨，实现

垃圾源头减量。 

  花都区现已建成农村垃圾分类收集点 1791 处，通过“一村一

策”分类构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可回收系统，推进垃

圾收集点、压缩转运站及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打造农村生活垃圾

收、转、运及处理一体化垃圾分类体系。同时，结合花都本地特

色，构建集“体验、宣传、收集、资源回收”等功能于一体的垃

圾分类指导中心、垃圾分类驿站。2022 年，花都区配备 157 名生

活垃圾分类专管员、348 台垃圾收集车、153 处厨余垃圾就近就地

处理设施；建设 153 处垃圾分类互动体验宣传长廊、6 个垃圾分类

指导中心、6 处垃圾分类驿站、143 处垃圾分类星级收集点，全部

淘汰露天垃圾池、老式的铁制垃圾桶和垃圾斗等老旧或不符合生

活垃圾分类要求的收集设备，全面提升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硬

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据统计，截至 7 月份，今年花都区农村产生厨余垃圾约 4.08

万吨，其他垃圾约 19.46 万吨，有害垃圾 2.15 吨，可回收物约 7.7

万吨，全区农村生活垃圾减量率达到 40%以上。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段持久漫长的

“上坡路”。花都区将以目前的特色“蓝本”，将农村生活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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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工作深度融合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持续

遏制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强化村庄日常保洁，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完善

运行维护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质量和水平。 



 — 9 — 

白云区首个全品类再生资源中心运营 
打造“无废”黄石 

 

白云区供销联社和黄石街联合打造的白云区第一个全品类再

生资源中转示范站——黄石街再生资源中心揭牌运营，为“无废

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该中心位于黄石街保利路 7 号，建筑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由

作业区和宣教办公区组成，集可回收物回收和展示教育功能于一

体。“黄石街再生资源中心试运营已有两个月时间，将可回收物分

成 11 个区域，包括废金属、废家电、废铁、废纸、废泡沫、废塑

料、废木材、工业垃圾等，再对他们进行‘高值’与‘低值’的评估，

进行可回收物的再分拣。”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作业区占地约

1800 平方米，正式投入运营后，将服务黄石街 4 个城中村共 13

个社区的居民，预计每月可实现垃圾分类资源回收总量 400 吨。 

据了解，目前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在各个辖区内进行有力的推

广与实施，但是不少居民对于其他垃圾与可回收垃圾的界定并不

清晰，导致仍有部分资源浪费。而整个黄石街再生资源的打造，

以宣教与实操相结合，集可回收物回收和教育展示功能为一体，

不仅普及了可回收物的品类知识，同时也将辖区内园林废弃物、

零星建筑垃圾、布碎皮革垃圾和其他不能进压缩站的垃圾进行了

处理、存放与解决，填补了黄石街垃圾分类“高值+低值”全品类

的工作空白，推动了环卫垃圾收运网与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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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黄石街道可回收物应收尽收，打造“无废”黄石。此外，

区供销社将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公司专门负责设备的操作、维护、

日常保洁及运营工作，确保工作中心时刻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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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源头减量“三大行动”  
构筑“无废农业”建设第一防线 

 
今年以来，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通过实施“三大行动”，着力推动农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化，构筑“无废农业”建设第一道防线，力促广州市“无废城市”

建设。  

一是实施农药化肥“双减”行动，着力促进农药化肥及其包

装废弃物源头减量 

印发《2022 年广州市农药监督管理工作方案》《2022 年广州

市农药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召开全市农药化肥工作会议，继

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使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

控产品奖励和广州市商品有机肥购置补贴政策，促进农药化肥减

量增效。2022 年上半年，全市农药使用量为 1299.74 吨，同比下

降 1.5%，化肥使用量为 46921.68 吨，同比下降 1.3%。农药、化

肥连续 4 年负增长。 

二是实施绿色食品产业培育行动，着力促进农业发展方式向

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转变 

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预审、证后监管、宣传推广三步走，大力

培育我市绿色食品产业，提升农业生产标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2022年上半年，全市绿色食品认证生产主体 42 家，认证产品

74 个，认证面积 3.58万亩，认证产品总产量 10.48 万吨，总产值

4.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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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实施绿色低碳技术推广行动，着力促进绿色低碳农业生

产技术体系构建 

组织广州科技活动周，大力宣传《广州市绿色低碳农业生产

推荐技术指引(第一版)》。举办绿色低碳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班、农

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示范推广绿色低碳种养技术和模式。

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促进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实现农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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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环投集团守护美丽羊城碧水蓝天 
 

8 月 15 日，由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广东省国资委指导，

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主办的“第二届国企社会价值论坛”在广

州召开。国务院国资委，广东省国资委等 11 个地方国资委，广州

市国资委等 21 个广东省地级市国资委及百余家广东省属、地级市

国有企业参会。 

本次论坛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社会价值蓝皮书

（2022）》，从 80 余家湾区国有企业报送的 200 余个社会价值案例

中，评选出“五大价值”十佳案例，纳入蓝皮书成果。广州环保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州环投集团）社会价值案例《勠力同

心，守护美丽羊城碧水蓝天》入选“守护生态文明篇”十佳案例。 

2021 年，广州环投集团勇担羊城环境守护者的使命，打造循

环经济产业园，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保障城市环境安全，实现广州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助力广州

创造三个“国内第一”；推动广州市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改革，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疫情期间第一时间组建生活垃圾运输队

伍进入高风险区应急作业，规范处理疫情防控专项垃圾，严守环

境安全最后一道防线；讲好绿色低碳故事，进行环保科教，增强

社会各界环保意识，传播“双碳”理念。 

广州环投集团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守初心、担使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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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为广州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安全

稳定运行提供安全兜底保障，满足广州市城市发展需求，勠力同

心，守护美丽羊城碧水蓝天，推动广州建设“无废城市”，实现“双

碳”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

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全面落实集团“1335”发展战略，努力打造一流环保环卫产业集

团，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助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

出新出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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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广州市换发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 

8 月 17 日，按照《广州市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案》有关

试点前后衔接工作要求，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广州安美达生态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等 10 家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换发《危险废物收

集许可证》，做好危险废物收集企业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危险废物

收集深入推进。 

 

★ 加快建设“天蓝、水绿、 山青、土净”的美丽黄埔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暨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议，会议强调要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水平，以广州市“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东部工业固

体废物处置项目效用，全面推进区内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深入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守牢固

体废物环境风险防控底线。 

 

 

★ 绿色金融支持“无废城市”建设工作部署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按照全市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的工作部署，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积极引导金融资

源流向环境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支持了生活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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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为扎实建设美丽新广州贡献金融力量。2022 年上半年，

环境基础设施领域绿色信贷余额 309.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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