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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加快推动揭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促进我市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根据《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

引。 

一、实施范围 

全市各城区范围，包括榕城区、揭东区、空港经济区，普宁市、揭西

县、惠来县。 

二、分类措施 

1．召开专题会议。专题研究讨论，制定各类产生源的工作方案、工

作架构、工作步骤，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责任、指定专人负责，

以及落实场地、经费等，制订日常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 

2．设置分类设施。因地制宜合理配置分类设施，包括分类垃圾桶（箱）

配置、分类垃圾暂存点设置、宣传海报、宣传栏、标志标识等。 

3．召开动员大会和培训会。动员全体民众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对全

体民众进行培训，使得全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上来。 

4．建立监督管理机制。组织垃圾产生人员分类投放垃圾，并运用物

业或部门监督机制或保洁员协助监督，使全体民众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

习惯，形成垃圾分类自治自管常态化工作机制。 

5．构建完整分类收运体系。实现垃圾产生人员分类投放、保洁人员

分类收集、处理单位分类收运及处理的管理体系。 

6．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台账，收集完善相关

 
 



 

会议、宣传培训、各类垃圾的重量记录等资料。 

三、管理制度 

（一）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责任人制度，城市各区域应明确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责任人： 

1、住宅小区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行管

理的，由自管单位负责；没有物业管理或者单位自行管理的，由居民委员

会负责； 

2、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办公场所，由

本单位负责； 

3、集贸市场、商场、展览展销、餐饮服务、商铺等经营场所，由经

营管理单位负责；没有经营管理单位的，由经营单位负责； 

4、道路、桥梁、隧道、人行过街通道（桥）、轨道交通、机场、港口、

码头、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公交场站、公园、旅游景区、河流与湖泊水

面等公共场所和公共建筑，由所有权人或者其他实际管理人负责； 

5、不能确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

政府）落实责任人。 

（二）管理责任人职责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的职责包括： 

1、建立生活垃圾日常分类管理制度，记录产生的生活垃圾种类和去

向，并接受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 

3、根据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分类方法，按照标准和分类标志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点和收集容器，并保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正常使用； 

4、明确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地点； 

5、制止混合已分类的生活垃圾； 

6、督促检查垃圾分类，把垃圾交由相关单位处理。 

四、具体工作 

（一）分类投放点设置 

1、居民区 

1）居民区分类投放点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米。 

居民区宜每 150~200 户或每单元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 

2）分类投放点宜设置在方便投放的步道旁，可设置港湾式垃圾分类

投放点，严禁阻塞安全（消防）通道。 

3）各分类投放点均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宜适当增加。 

一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大型居民区可根据需要

设置多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一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大型居民区可根据需要

设置多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可根据回收体系建设等情况对可回收物细化分

类。 

4）采用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方式的居民区，应设置误时分类投放点，

 
 



 

供未能在规定时间投放垃圾的居民投放。 

5）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避免暴晒雨淋，露天设置的分类投放点应配

置雨棚等设施。 

6）有条件的居民区，分类投放点可根据实际需要配套洗手、照明、

视频监控等设施。 

2、办公区 

1）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规格，

应结合办公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每层楼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

放点。 

2）办公区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办公环境，分类投放点

宜靠近茶水间或洗手间，通风条件良好。 

3）办公室、会议室、洗手间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和其他垃圾收

集容器。 

办公区内有用餐情况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厨余垃圾投放点。 

每层办公楼应至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投放点，可回收物产生量较多的

区域应增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4）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置，应

每个单位或每栋楼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3、公共场所 

1）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 

 
 



 

A、主干道路、人流量较大的支路或路段可每 100~200 米设置一处分

类投放点；次支道路及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快速路可每 200~400 米设

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商业街、风貌街等繁华区可每 50~100 米设置一处分

类投放点。 

B、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 

C、各城市可因地制宜减少市政道路、人行过街通道垃圾投放点的设

置数量。 

2）交通服务网点 

A、交通服务网点应在月（站）台、旅客等候区、停车区及主要通道

设置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B、交通服务网点应在洗手间设置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 

C、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和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 

D、交通服务网点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照

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3）商业服务网点 

A、商业服务网点可在电梯口、大堂等公共区域设置分类投放点，宜

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B、商业服务网点应在洗手间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C、提供住宿的商业服务网点，其住宿区域应在每间房间内配置可回

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D、商业服务网点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照

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E、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置。 

4）公园、旅游景区 

A、公园、旅游景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人流量及各类垃圾产生量等实际情况确定。 

B、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游人出入口处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置分类

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C、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游人休息处设置分类投放点，宜配置可回收

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D、公园、旅游景区应在洗手间设置分类投放点，宜配置可回收物和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E、公园、旅游景区内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其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

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5）文化和体育场馆 

1）文化和体育场馆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结合人流量及各类垃圾产生量等实际情况确定。 

2）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馆、体育场馆等场所宜在

出入口处和洗手间等设置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 

4、文教区 

1）文教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规格，

应结合区域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区域、实验科研区域、

食堂、宿舍区、室外公共区域等应结合实际设置分类投放点，根据各类垃

圾产生量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2）文教区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教学环境。 

3）教学区域宜每间教室（含普通教室、专用室、多功能教室等）、办

公室配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楼内走廊、洗手间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楼内茶水间应配置具有茶水过滤功能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 

教学区域应每栋楼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4）实验科研区域每间实验室应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具体

需要增配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每层宜按照方便原则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

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废弃化学品按照废弃化学品有关规定进行收集处理，严格混入生活垃

圾处理体系。 

5）食堂的厨房及就餐区域应设置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配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食堂分类

 
 



 

投放点的设置可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教学区域内有用餐情况的，应在教学区域配置便于移动的厨余垃圾收

集容器，并加强管理，在用餐完毕后应及时将厨余垃圾从教学区移运清理，

确保教学区域的整洁、卫生。 

6）宿舍区域宜每层楼或每栋楼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宿舍区域分类投放点的设

置可参照居民区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7）校内道路两侧和运动场地周边等室外公共区域，可结合区域环境，

合理配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医疗机构 

1）医疗机构门诊部、急诊部等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区域可根据面向公

众的开放面积设置分类投放点，宜每层楼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配

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医院住院部、疗养院等应根据床位数设置分类投放点，宜每层楼

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

垃圾收集容器。 

3）医院行政部、科研部、医学检验实验室等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照

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4）食堂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参照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5）诊所、护理站、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应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

应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分类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置，宜

每栋楼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投放点。 

7）医疗废物按照医疗废物有关规定进行收集处理，严禁混入生活垃

圾处理体系。 

6、餐饮机构 

1）餐饮机构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规格，

应结合经营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 

餐饮机构就餐区域应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宜配置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餐饮机构应在其食品加工或库存场所中至少设置一处分类投放点，应

配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应影响就餐环境及经营活动。 

7、集贸市场 

1）集贸市场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规格，

应结合经营面积和服务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 

2）集贸市场分类投放点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厨余

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宜适当增加。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3）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影响道路的畅通和商铺的正常经营。 

8、其他产生源 

1）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应参照本指引相关场所执行。 

 
 



 

2）其他产生源中分类投放点设置密度、点位和收集容器配置数量、

规格，应根据区域内各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次和作业时间，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设置。 

根据各投放点根据不同功能区域设置不同种类的分类收集容器，收集

容器应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要求，并保持完好、

整洁美观，出现破旧、污损或者数量不足的，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清洗

或者补设。 

（二）分类收集站设置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应根据《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分类收集站，配套必要的设施设备进行垃圾分

类收集。分类收集站应有专人管理，并符合下列要求： 

1、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运输作业的要求，预留好作业通道，便于安

排垃圾运输路线，且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2、收集站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公示分类信息，公示内容应包括生活垃

圾分类类别，分类投放点位置分布、投放要求、分类收集流程和作业要求，

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 

3、收集站应满足垃圾收集容器暂存、收运的周转要求，并设置相应

的标识标线。 

4、收集站应配有固定垃圾清运车辆停车位，满足垃圾收集作业空间

的需求。 

5、密闭的收集站内应设置供电、供水和排污等设施，做好灭蚊灭蝇

 
 



 

措施，满足清洁要求。 

6、开放的收集站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加盖密闭。 

7、收集站应定期清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保持桶具、地面的清

洁。 

8、收集站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封闭的居民区内，宜设置收集站；开放式居民区应按垃圾产生规

模单独或联合设置收集站； 

2）农贸市场收集站宜设置在交通便利且避开人流密集的区域； 

3）学校收集站的设置宜远离学生活动区域； 

4）医院生活垃圾收集站应与医疗废弃物收集站分别设置。 

9、可回收物收集站的设置和管理由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经营者负责，

其经营场所选择和设置应符合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规划和设置要求，通

过预约回收或者在可回收物回收点定时定点回收等方式提供便民回收服

务。 

（三）分类收集 

不同区域场所的垃圾投放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居民区垃圾投放点及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宜逐步减少，各类垃圾分

类收集容器可组合设置投放点，也可单独设置投放点。 

2、集贸市场应在市场内设置单独的生鲜垃圾收集站，收集站内将垃

圾进行干湿分离并分类运输至终端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有条件的可设置技

术成熟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等就地处理设施。集贸市场内各个体经营者应

 
 



 

按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3、机团单位应合理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投放点，收

集容器应设置于投放方便的区域，有害垃圾投放点应设置在有人监管的区

域；有厨余垃圾产生时，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废弃食用油脂收集容

器和油水分离器等。 

4、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点，投放点宜设置在道

路交叉口、公交车站、休息区等区域，不宜过密。 

5、医院候诊区、诊疗室和病房宜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每层门诊

楼、住院楼宜配置一个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医院垃圾的分类应区分医疗垃

圾与其他生活垃圾，严禁混杂投放。 

6、学校应按照教学区、食堂、生活区域和公共区域等不同位置设置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教学区域内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食堂内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生活区域按居民区

的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操场、广场和道路等公共区域按公共

场所的要求进行设置。有害垃圾的收集应由学校后勤管理部门根据区域实

际情况，设置一个或多个有害垃圾投放点，统一收集管理。 

（四）分类运输 

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由相应的运输单位负责分类运输，严格执行分

类收运要求，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运输单位应当根据城市交

通状况，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活垃圾的运输时间和路线，与其他社会车辆实

行错峰运行。具备条件的，生活垃圾宜安排在夜间运输。 

 
 



 

1、分类运输要求 

1）垃圾运输应安全、及时、环保、高效，运输过程中防止造成二次

污染。 

2）应按不同的垃圾类别，分别配置相应的作业车辆。 

3）应建立垃圾分类运输档案，记载内容应及时、完整和准确。 

4）生活垃圾应及时进行收运，作业单位宜在运输车辆收运前 30 分钟

内将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送至收集站，防止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长时间滞留。 

5）有害垃圾的运输应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 

6）垃圾运输模式应根据收集站的分布、运输距离和运输量，并结合

地形和路况等因素确定。 

7）垃圾装载时，应规范操作，减少对居民的影响；生活垃圾分类运

输时间宜避让道路交通高峰时段，不应影响居民休息。 

8）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严禁超重、超

高运输。 

9）在运输过程中应无垃圾扬、散、拖、挂和污水滴漏现象；运输完

成后，运输车辆应至指定地点进行排水，应对车身、车轮、驾驶室和箱体

内部等进行全面清洗。 

10）收运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作业时应注意作业安全，并统一着装。 

2、分类运输车辆 

1）生活垃圾运输车辆运行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GB 7258）的规定。 

 
 



 

2）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的配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运

输技术规程》（CJJ 205）的规定及《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

的规定。 

3）垃圾分类运输车应优先选用密闭性好、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

和防渗滤液滴漏功能、节能环保、标志清晰的车辆。 

4）垃圾分类运输车应进行定期清洁和维修保护，保持车容整洁、良

好运转，出现损坏或者数量不足的情况，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或者补设。 

5）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标识相应运输类别的生活垃圾标志，并安装

定位系统和监控系统，运输途中应保持正常运行。 

6）厨余垃圾转运车除内部必须加做防腐涂层外，还应满足密闭性好、

装卸方便、便于收集和清洗、自动化程度高、作业过程密闭，无污水泄露

和异味的散发，环保性好等性能要求。 

7）有害垃圾运输车辆应配备灭火器、防油手套和应急药箱等应急器

材。 

3、分类转运站 

1）转运站应根据垃圾分类的需要进行建设与管理，既有的转运站应

按垃圾分类的要求进行改造。 

2）转运站的建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

（CJJ/T 47）、《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CJJ117）的规定。 

3）转运站的运行管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

护技术规程》（CJJ 109）的规定。 

 
 



 

4）垃圾转运站应当建立日常管理制度和管理台账，按照分类标准和

有关要求记录分类垃圾来源、类别、数量、去向等信息。 

（五）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应按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采用技术先进、

成熟可靠的处理工艺技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确保无害化处理率。 

各市应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相匹配的分类

处理系统，已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生活垃圾应严格分类处理，

避免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再次混合处理。 

各市应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

求。鼓励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建设，优化技术工艺，统筹各类生活垃圾

处理。 

1、可回收物的处理 

可回收物应当交由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处理。 

2、有害垃圾的处理 

有害垃圾的处理应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由具有经营许可证的

专业单位采用高温处理、化学分解、安全填埋等方式进行安全处理。 

3、厨余垃圾的处理 

采取长期布局和过渡安排相结合的方式，加快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和改造，统筹解决厨余垃圾处理问题。 

厨余垃圾未经处理不得用于饲养牲畜，不得直接排入公共水域、厕所、

市政管道或者混入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可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处理，以达

 
 



 

到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目的。 

（1）好氧微生物处理； 

（2）厌氧综合处理； 

（3）“固液分离+焚烧发电”处理； 

（4）昆虫生物能转化处理。 

4、其他垃圾的处理 

根据分类后的其他垃圾产生量及其趋势，按照“宜烧则烧、宜埋则埋、

焚烧为主”的原则，加快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切实做好

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工作。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 50869）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并按《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化评价标

准》（CJJ/T 107）通过无害化等级评定。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

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和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

程技术规范》（CJJ 90）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并按《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

标准》（CJJ/T 137）通过无害化等级评定。 

五、促进措施 

（一）建立制度 

1、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组织专题会研究讨论，制定各类产

生源工作方案、工作架构、工作步骤，明确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责任、指

 
 



 

定专人负责，以及落实场地、经费等。 

2、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 

3、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的负责人和保洁员工作职责。 

（二）宣传培训 

1．召开动员大会和培训会。动员全体民众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对全

体人员进行培训，使得全员参与垃圾分类行动上来。 

2．经常性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

册、倡议书，电子屏播放、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发布垃圾分类视频及宣传

口号，举办宣传活动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3．定期开展培训活动。每半年至少组织 1 次面向垃圾产生者的垃圾

分类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人熟知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了解本单位各类生

活垃圾投放点位置及投放要求，严禁乱丢、乱扔垃圾，严禁混合投放垃圾；

每半年至少组织 1 次面向保洁员的垃圾分类知识和作业操作规程培训，熟

知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和垃圾分类作业流程及要求，严禁混合收集垃圾。 

（三）建立监督管理机制 

1．监督全体民众分类投放，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垃圾分类，引导和监

督工作人员分类投放，并运用监督机制或后勤保洁员协助监督，使得全体

工作人员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形成垃圾分类自治自管常态化工作

机制。 

1）日常督导。以党员带头引领，全体民众相互督促，并引导外来人

员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2）重点督导。由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组织全体民众或专业公

司人员在垃圾投放的高峰时段（如食堂就餐、上下班时段）实行桶边督导，

并对分类错误的人员进行再培训和监督，进一步提高分类投放准确率。 

2．每月至少组织 1 次对全体民众的分类投放和保洁员的分类收集监

督，并将监督结果进行公示。 

（四）台账管理 

1．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台账，收集整理召开相关会议、工作方案

和制度、开展宣传培训、各类垃圾的重量记录等资料。 

2．各单位应及时填报各类垃圾产生量统计表。行业管理部门应及时

收集上报本行业、本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制度办法、各类统计表

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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