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 首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模

板7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
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一

每年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首
届宣传周的主题是：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在首个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徐汇区绿化市容
局和康健街道共同举办了“凝聚共治新合力，打造共享新美
景”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区绿化市容局和街道市容所对市民、商家提出的
关于垃圾分类和商家卫生责任区等各类问题进行了解答，同
时街道市容所上门对商家进行门责宣传。

自律组织的自治管理

近年来，在康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支持指导下，辖区商
家充分发挥自治管理作用，宣传、教育、整治、整改相结合，
实现“管理、保洁、执法、商家自律”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把门责管理工作在全街道铺开，为全市自律组织的工作模式
提供了徐汇范式。“我们是城市的一份子，做好门责管理也
是给自家门店增光添彩。”上海市2022年度十佳自律组织康
健街道门责管理商家联席会代表张培鑫表示。

志愿服务的宣传引导



对于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的建立，定时值守和分类解说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康健街道欣园居委的志愿者陈家俊
分享了他的经验与想法：“我加入小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
伍已经四年了。在我看来，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将宝贵的资源
回收起来，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有效
的宣传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市民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垃
圾分类工作逐步走上了有序的轨道。

日常管理的举措机制

在“能够分”上创条件，2023年街道计划在长虹坊、迎春园、
科技园、桂花园打造精品垃圾库房;在“学会分”上想方法，
开展二次分拣员队伍现场培训，提升分类的准确性;在“不愿
分”上加处罚，对单位、沿街商铺每周进行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责令整改并复查，按规作出处罚;在“可回收”上做文章，
开展“两网融合”回收服务。

本次垃圾宣传周期间，4个居民区也开展了丰富的宣传活动：

康乐小区居委会组织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讲座。

欣园居委组织了垃圾分类志愿倡导。

茶花桂花居委号召大家一起“人人动手，正确分类，创建文
明社区”。

寿昌山居委携手康沁幼儿园，开展“‘小手拉大手’，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的宣传活动。

康健街道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进一步营造垃圾分类浓厚社会氛
围，加强垃圾分类执法监督，提高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
效。目前，街道所属小区、单位、商铺垃圾分类覆盖率
为100%;湿垃圾运送量由原来的3吨/天增加到25吨/天，干垃



圾运送量由原来的72吨/天减少到40吨/天;建设“两网融合”
服务点27个，区级指标完成率100%。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二

2023年5月22日至28日是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为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动员社会积极参与，推
动群众习惯养成和文明素质提高，惠山区城管局积极开展首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

5月23日下午，惠山区城管局组织各乡镇领导等30余人集体到
惠山区垃圾分类宣教中心进行了参观与学习。参观人员一行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沿馆内的参观路线，详细地介绍了金沙田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思想、路线规划、工作成效以及金
沙田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并对如何通过垃圾分类
工作提升城市品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此次参观学习是落实全体城管系统及各乡镇干部加强垃圾分
类知识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地学习和互动，激发了
各乡镇领导干部的学习热情，使垃圾分类知识入脑入心，以
增强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各领导干部躬身
践行生活垃圾分类规定，进而影响和带动其他群众广泛参与
进来，充分发挥城管系统及各乡镇领导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营造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携手同行的浓厚氛围。

为积极响应首届“全国城市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各镇(街
道)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垃圾分类宣传走进社区

长安街道

五月份以来，长安街道环卫利用“五一”假期、周末等时间，
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于长馨家园、华府庄园、融创



玉兰等小区，组织志愿者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垃圾分类条
例等物品，并通过参加小游戏赢奖品的方式，让人们在寓教
于乐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加深垃圾分类理念，鼓励更多的
居民投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营造全民参与、全民行动的
良好氛围。

堰桥街道

5月25日，堰桥街道执法局联合社区志愿者、无锡惠泰垃圾分
类宣传组在林陆苑小区开展“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
传周”活动。惠泰宣传组工作人员与堰桥城管、社区志愿者
在小区搭帐篷、宣传展架、摆放活动道具，给小区居民发放
宣传册、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开展趣味游戏，包括垃圾分类
大转盘、垃圾分类投掷沙包，分类投放等，并发放垃圾桶、
小扇子等垃圾分类小礼品。

前洲街道

近日，前洲城管联合社区在惠丰社区开展“参与垃圾分类，
共建优美社区”主题宣传活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前洲城
管倡导辖区居民在生活中践行垃圾分类，了解垃圾分类的益
处和意义。引导广大居民增强垃圾分类的意识，养成生活垃
圾分类的习惯，践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前洲城管在此次
活动中也充分发挥了垃圾分类“指导员”作用，喊响了“垃
圾不分类，等于在浪费”的口号，通过手把手，心贴心的细
致指导，引导居民做到正确分类，最后向居民分发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册、环保垃圾袋等宣传小礼品。

垃圾分类宣传走进校园

钱桥街道

5月12日上午，钱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来到藕塘中
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走进校园”宣传活动，利用通俗易



懂、活泼生动的课件给五(3)班的同学们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班会课。向大家演示讲解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并组织
同学们参与了寓教于乐的“垃圾分类飞行棋”、“垃圾分类
小达人”等小游戏。通过同学们的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
际操作，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加深对垃圾分类方法和流程
的了解。最后，倡导同学们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员”，把
《垃圾分类倡议书》带回家，协助家中长辈进行垃圾分类，
陪同他们一起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玉祁街道

5月23日，玉祁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平湖小学开展“垃圾
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主题活动暨首届全国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走进校园活动。宣讲员通过垃圾分类小课
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普及了生活垃圾污染的危
害、处理过程以及垃圾分类的小知识，让孩子们在爱护环境
的同时，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引导孩子们“小手牵大
手”。孩子们纷纷表示，会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
做起，向父母、家人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为
垃圾分类活动“代言”，让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使垃圾
分类行动深入每个家庭。

下一步，惠山区城管局将以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周为契机，加快推进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长效化，让更多居民群众形成绿色生活理念，养成绿色生活
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三

从今年起，我国将于每年5月第四周开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周”活动。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时间
为2023年5月22日至28日，宣传主题为“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



一米花园的“扩容”

对于嘉兴路街道，记者的同事们也同样印象深刻，早在2019
年7月，中新网视频记者徐银、康玉湛就曾对嘉兴路街道的宇
泰景苑进行过采访，“我对他们垃圾分类版的冰箱贴印象尤
为深刻。”徐银回忆道。

如何把湿垃圾变废为宝，放在现在来看，可能很多人都能列
举出个一二三四，但是在2019年，利用湿垃圾进行堆肥、在
小区内部建设“堆肥花园”“一米花园”等载体，小区内部
自行消化掉部分湿垃圾，将湿垃圾变废为宝，成为小区
的“生态肥”，无疑是一大创新举措。

现如今，嘉兴路街道上部分小区也采取了此类方式，“就地
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让居民直观感受到怎样分类、为什
么分类，如此进一步提高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庆阳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崔凤林说。

而街道内的一米花园们，在这几年内也不断“扩容”。

在爱家豪庭小区，一米花园已经扩建成了“环保小
屋”。“它是结合废旧衣物再利用、湿垃圾堆肥，和雨水灌
溉的资源循环型绿化方案，首次引入了‘无废小区’的概念。
”工作人员介绍。

在环保小屋里，雨水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场雨落下，小
区的雨水收集系统便会开始工作，经过几道工序，最后流入
储蓄头桶内，实现了雨水的资源再利用;而种植植物的土壤，
也内藏“玄机”，它们利用了废旧衣物再造而成，“透明的
花坛让人们能更直观感受不同层次的土壤以及植物生长的过
程。最底下一层黑色的是废旧衣物再造的保水层，主要用于
储存植物所需要的水分，第二层是植物纤维层，植物纤维层
更加蓬松，便于植物根系发展，第三次是用于育种的土壤层
和植物层。”工作人员介绍道。



习惯背后的力量：可持续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此外，工作人员也想到了各种办法进行普及教育，“我们会
定期举办快闪集市、趣味定向赛等各类活动来帮助居民们更
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常识。”瑞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华
磊介绍道。

“尤其是各类亲子活动，小朋友们感兴趣了，还能回家监督
大人完成垃圾分类。”钱晶补充道。

“针对年龄比较大的居民，我们选择上门进行普及教育，如
果是腿脚不便的居民，我们还有志愿者团队进行代扔垃
圾。”垦业居委会主任张慧隽对记者介绍。

执行垃圾分类也不是“一竿子打死”，不同人群都有自己的
难处，比如投放时间，早晚两次对于上班族来说有些困难，
部分居委就将时间改为早中晚三次，“此外，如果家中临时
有人生病、外出等特殊情况，也可以与居委或物业联系上门
代扔”。工作人员介绍。

不光是居民区，对于沿街850余家商铺，嘉兴路街道一方面结合
“路长制”常态化工作，采取定人包路段的方式，督促商铺
做好垃圾分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商户的自治管理。

“如果商户的垃圾分类做得不到位，工作人员有权拒收垃圾。
”嘉兴路街道市容管理所负责人丁杰表示。此外，街道内部
还定期为商户们培训相关知识，让垃圾分类的相关理念深入
人心。

垃圾分类离不开志愿者的积极参与

志愿者也是垃圾分类队伍中强大的力量，五年来，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主动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如今这支队伍的总人
数已达到2150人。



如何帮助新来的居民了解小区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嘉兴路街道也有自己的答案。针对这种情况，志愿者们实
施“迎新工程”、撰写了“迎新手册”，让新入住的居民第
一时间了解垃圾分类投放的时间、地点，以及楼长、周边设
施、便民服务等信息。“迎新手册”有电子版、英文版，社
区、物业在对接新住户时，会将手册推荐给大家。

在志愿者们看来，当前垃圾分类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瓶颈，
同样也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丁杰建议，未来对于可回收物的投放可以再精细化一些，比
如纸片、玻璃制品、易拉罐等通过细分投放，让它们在低碳
环保、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价值。而这样的精细化管理，
对社区治理同样有着启发。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四

为落实“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场会”的部署，5月30日，
沈阳市分类办在于洪区召开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

沈阳首个“两网融合”便民服务站来了

与会人员首先来到于洪区松山西路上的“两网融合”便民服
务站。在现场记者看到，服务站内设置可回收物四分区，包
括纸张、金属、塑料、低值品类，并配有智能称重系统及24
小时可投放的自助分类投放箱。分类服务企业工作人员介绍：
“居民注册扫码进行投放，产生的积分可到服务站内的积分
兑换处兑换所需商品，也可以直接兑换现金。”在服务站一
角，记者看到了标有“易货区”字样的货架，上面摆放着面
包机、电脑显示器等物品。“这是‘以我所有换你所需’区
域，我们设置二手旧物置换区域，便民的同时也可以让资源
循环再利用。”



随后，一行人走进于洪区陵西街道松山南小区现场观摩学习。
松山南小区是刚刚改造的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结合垃圾分
类工作，将小区内原设有的66处垃圾桶，经撤桶建亭后，归
集为现有5处分类投放点。园区内采用全新垃圾分类亭，封闭
垃圾投放箱，太阳能供电，自动开盖，既节约能源又方便投
放，同时保持环境整洁。园区加大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建设，
号召居民参加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参与园区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或在集中投放点引导他人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可获得公益
积分，通过积分换取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

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参观结束后，与会人员来到陵西街道办事处召开会议。于洪
区分类办负责人介绍：“‘两网融合’便民服务站试点运营
一个月以来，可回收物货量逐步提升，有效打击了废品回收
非法经营，杜绝了街区、背街小巷环境污染，净化了城市市
容市貌，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会议结合沈阳市分类工作实际，剖析问题，明确提出近期工
作重点：一是加快完成分类星级小区建设;二是保障分类设施
设备运行;三是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提量增效;四是落实分类
管理责任人制度;五是加强党建引领示范工作;六是持续做好
宣传引导工作。

会议最后强调，要在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中，立足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岗位，巩固沈阳市分类工作“东北第一”
成果，努力实现争创“全国一流”工作目标，用心工作、用
情服务，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
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五

近年来，大渡口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为目标，围绕分好类、投准确、规范运、建示范、
育习惯持续发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收运系统覆盖
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悄然改变
着居民的生活习惯。

志愿服务先行为垃圾分类“护航”

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较陈旧，
老年人居住比例较高。2022年，借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社
区将垃圾分类设备更新升级，修建垃圾亭，设立了垃圾分类
厢房。每天投放垃圾的高峰时间段，一个个身穿绿马甲的志
愿者就成为了垃圾箱房旁忠实的“绿色卫士”，指导居民正
确分类投放垃圾，监督指正居民错误投放行为。

“我早退休了，就想利用空闲时间为小区做点事。垃圾分类
是好事，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年过六旬
的陈阿姨说，虽然志愿者的工作很琐碎，要轮流值班，要向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等，但她自觉还有余力，志愿者工作
也很有意义。

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介绍，自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
来，社区第一时间就成立领导小组，配齐工作力量，组建多
支志愿队伍，定期开展培训，学习新政策、新思想，多层次、
全方位向居民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营造“人人参
与”“人人监督”的氛围。

近年来，大渡口区成立垃圾分类专业志愿服务队，发展垃圾
分类志愿者2000余人，深入推进“文明新生活”主题志愿服
务行动，开展“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小手拉大手”等志愿
服务活动2000余场次，引导市民成为垃圾分类的倡导者、践
行者、推动者、传播者。

打造分类“样板”探索市场化全流程服务



“分类箱实现自动感应，扔完垃圾之后还能洗手，干净又便
捷。”“这次又累计了20点积分。”雅居乐小区居民姜先生
拎着两包分好类的垃圾下楼，他走到分类箱前，仓门自动打
开，投入垃圾后仓门又自动关闭。

与传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不同，今年，大渡口区以八桥
镇雅居乐御宾府、中交丽景香漫岭小区为试点，引进三峰城
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三方机构，探索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
全流程服务，打造垃圾分类“样板”。

在雅居乐御宾府小区，目前已优化垃圾分类投放点45个，设
置24小时自助垃圾集中投放厢房4个，可回收物细分投放分类机
(智能机)3组，实现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提供全
过程全链条市场化、标准化服务。

通过“绿色生活app”，以“准确投放、赚取积分、抵扣现金”
的激励模式，居民投放垃圾后可换取用于抵扣指定超市购物
现金的积分;在收运过程中，保洁员将部分混投的垃圾进行分
拣，并转移至各小区生活垃圾临时转运点分类运输，有效避免
“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混合”现象。

这一模式不仅促使垃圾分类链条向前端清扫保洁、后端运输
处置延伸，还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实现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
可回收资源盈利反哺，推行生活垃圾处置系统和再生资源回
收系统“两网融合”。今年，该试点项目被e20环境平台评选为
“环卫优秀案例”，雅居乐御宾府获评“全市最美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

强化宣传引导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自2019年重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大渡口区建胜镇百佳
园社区成为该镇第一个示范社区，西城佳园成为第一个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



百佳园社区党委书记张炜回忆，西城佳园小区刚开始实
行“楼层撤桶”时，部分居民并不理解。“我们前期进行了
充分调研，镇、社区、物业三级联动，摸清了栋楼数、户数、
小区垃圾产量及构成，并多次召开楼层撤桶专题会议研讨实
施方案。”

基于此，该小区从2021年1月26日起实行定时定点积分制，并
由志愿者、网格员、党员代表、物管、指导员等人员力量，
组成楼层撤桶宣传队开展“敲门行动”，入户沟通引导，宣
传分类知识、楼层撤桶及定点投放事项等，做好前期宣传动
员工作，打牢群众基础，仅用时两个月便顺利完成撤桶工作。

“如今，我们小区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氛围很浓。”居民王
志说，社区会定时定点开展“可回收物集中投放”活动，有
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现场称量计价，分类回收，每次参与的居
民都会排起长队。“有害垃圾集中兑换”活动同样受到热捧，
居民可将家里的过期药品、x光片等有害垃圾拿到活动现场兑
换小礼品。

为进一步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百佳园社区还结合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打造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目前，教育基地
硬件已安装到位，后期计划基地的软件安装分为4大区域：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游戏区域、废品再利用
手作区域、视频体验(体验vr设备)区域，通过寓教于乐的互
动体验，让居民“在玩中学，在玩中悟”，实现从“要我
分”向“我要分”转变。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六

生活垃圾在这里“变废为宝”

5月29日，记者走进位于胶南街道孟家洼子村西侧的静脉产业
园，探访新区垃圾分类处理末端环节，了解新区的生活垃圾
如何在这里“变废为宝”。



变废为宝

每年发电3.7亿度

记者来到的静脉产业园，发现园区干净、整洁，以帆船为设
计造型的主厂房尤其吸引眼球。漫步园区中仿佛置身令人心
旷神怡的绿地公园，很难让人将这里与垃圾处理联想到一起。

参观过后，记者大体了解了垃圾再生利用的整个过程。来自
市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经地磅自动称重后由栈桥进入卸
料大厅，垃圾车在垃圾吊控制室统一指挥下，将垃圾通过指
定卸料门卸入生活垃圾仓内。垃圾先在垃圾仓内进行脱水发
酵，再由垃圾抓斗抓入到焚烧炉内焚烧，焚烧产生的热量加
热余热锅炉产生水蒸气，带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电量除供
本厂使用外，大部分并入电网。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除铁
后可以资源化利用;烟气净化系统过滤的飞灰经固化/稳定化
处理后运到飞灰填埋场处置;垃圾渗沥液由厂内渗沥液处理站
深度处理后回收使用，实现园区污水“零排放”。

目前，园区日处理生活垃圾规模2250吨，年定发电上网量
约3.7亿度;炉渣综合处理中心每年可生产约19万吨建筑骨料。

智慧管控

“大脑中枢”全面监管

在参观过程中，令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厂区的“大脑中
枢”——中央控制室。在这里，可完成对静脉产业园的全方
位智慧管控。

“焚烧炉采用自动焚烧控制系统，运行更稳定、人员更精简。
我们所看到的燃烧火焰，就是生活垃圾在焚烧炉内的实时焚
烧情况。”西海岸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喻峥告
诉记者，运行值班员可以对全厂设备进行启停，确保安全生



产，同时保证烟气排放达标，让各个环节尽在掌握。

此外，静脉产业园内的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采取了国内最完
整的“七步法”烟气处理工艺。“烟气排放相关数据与国家、
省、市、区四级联网，相关部门也可实时在线监督管理。”
喻峥说道。

互动科普

垃圾分类“玩着学”

除了参观垃圾分类末端处置流程，记者还来到园区的垃圾分
类宣教基地，现场体验垃圾分类趣味小游戏。

“vr垃圾抓斗机特别好玩，像是在抓娃娃。一次抓起那么多垃
圾，很有视觉冲击力，也能加深大家对垃圾分类末端处理工
作的认识。”区城管局垃圾分类办公室工作人员姜爱玲说道。

“在这里，除了有垃圾分类知识、垃圾处理流程的展示板，
还开发了多种互动体验式的游戏和设备，比如vr垃圾抓斗机、
语音智能答题、保卫地球秀等。”西海岸康恒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王雪介绍说，有别于传统的说教，
互动体验游戏可以使参与者身临其境，寓教于乐。

记者看到，保卫地球秀是通过投影的方式进行环保知识介绍，
生活垃圾科普知识互动桌则是通过富有趣味性的桌面游戏，
让市民快速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截至目前，垃圾分类宣教基
地已累计接待参观群众近万人次。

加强配套

循环型产业再升级

静脉产业园除了现已建成的配套项目外，还将在今年建成两



个项目，分别是余热利用项目和沼气提纯项目。

据悉，余热利用项目将利用发电余热对周边居民进行供暖，
设计年供热能力72万吉焦，可满足130万平方米的供暖需求，
可替代燃煤电厂的部分供热。沼气提纯项目是对渗沥液和厨
余浆液厌氧后产生的沼气进行提纯，成品气直接接入燃气管
网，用于城市工业、居民用气，每年可提供约300万立方米的
生物天然气，减少了对化石能源的消耗。

“这两个项目达产后，每年可节约标煤约1.2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近3万吨，将进一步践行绿色循环理念，助力新区循环型
产业升级。”西海岸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伟说。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总结报告篇七

回收一吨废纸，可重新造出好纸800公斤，可节省木材300公
斤，等于少砍17棵树;处理回收100万吨废纸，即可避免砍
伐600平方公里以上的森林。

回收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也可造800
公斤塑料粒子，节约增塑剂200—300公斤，节电5000度。

回收一吨废玻璃，可再造2500个普通1斤装酒瓶，节电400度，
并能减少空气污染。

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废旧易拉罐可无数次循环再利
用，每次循环可节能95%左右。

1吨餐厨垃圾经生物处理后可生产0.3吨优质肥料。

填埋1万吨垃圾，如果按堆高1米来计算，会占地12.9亩，超
过1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土地里，能使1立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



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
生的饮水量。

如果生活垃圾不进行分类，不但浪费了宝贵的自然资源，而
且会加大处置成本，占用更多的土地资源，造成更大的环境
污染，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