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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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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科技文明日益发展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垃圾污染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一些农村地区推行对垃圾的

集中处理方式，这样不能更高效的对垃圾进行处理，多种垃圾混合形式的处理降低了工作效率。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

题的关键因素是资金的投入，对于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不能够直接照搬，而是要通过对试点村的实际实践中，总

结得到更加适合的方式，因地制宜的去选择更能适应自身特点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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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调研数据显示：目前我

国农村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7亿t（不包括农业废弃

物）。一些地方农村建有生活垃圾三级清运体系，但很多

农村还未建立三级清运体系，任由生活垃圾堆放村头村

尾，侵占农田，污染土壤、地下水，形成垃圾围村现象。

农村的垃圾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有机垃圾：主要包括厨余废弃物、瓜果皮壳、

畜禽粪便、树枝花草等可堆沤植物类等。

二是无机垃圾：主要包括灰土、煤渣、碎瓦片、碎

陶瓷等。三是可回收废品。指具有回收价值可循环再利

用的废物，包括废纸、废塑料、玻璃瓶、金属、织物及

废旧家用电器等[1]。四是有害垃圾。指垃圾中对人体健康

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包括废电池、

废灯管、废油漆、暖瓶胆、水银温度计、小电器、电子

元件、农药瓶、药品、杀虫剂、美发用摩斯起泡瓶、医

疗垃圾等。五是其他垃圾。包括不可回收的塑料包装

纸、废纸巾、女性卫生用品等。

根据农村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制定出相适应的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模式。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要以农村的经济承

受能力为前提，用最经济实用并且效果更好的垃圾分类处

理模式，以确保制定出来的方案能够切实的实行，可以得

到充分的落实。大部分的农村生活垃圾成分相对单一，相

对减轻了垃圾分类就地处理难度，要尽量做到对垃圾的二

次利用和无害化回收，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

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以厨余垃圾为主，在日常生活中

产生的垃圾，多数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废料。由于地域性

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区别，生

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也都不同，但生活垃圾大致可分为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2]。

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法

在农村对垃圾进行回收利用，是指从生活垃圾中挑选

出有用材料，经过专门加工成为可以回收利用的制品。

对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有利于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可减少垃圾的堆

放，降低垃圾队农村环境的污染，还可以获得经济效益，

可以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的作用。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还可

以通过焚烧处理的的方式，使垃圾中的可燃部分转化为残

渣和气体。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通过焚烧的方式可以减少

掩埋占地面积广的问题，焚烧后产生的热量可以得到利

用；但在残渣和气体排放的上，容易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

体，对大气造成污染，从而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增加患

病风险。堆肥技术也是农村处理生活垃圾的一种方式，通

过微生物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反应对垃圾进行分解，转化

为肥料，可以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利用率，对垃圾进行无

害化处理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3]。此外还有卫生填埋的方

式，通过对地下水和大气的阻隔，对于不能回收再利用的

无害垃圾进行掩埋，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将垃圾覆

盖在土壤下面，这就要求填埋后的跟进管理和维护，对于

产生的废气废液等问题就行治理和保护，最大程度地降低

危害。对垃圾进行填埋是我国最为普遍实施的一种垃圾处

理方式，但部分地区由于设施的不够完备，卫生标准并不

能够符合环保要求，仍需进一步完善。

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差

农村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较差，理解不到位，

有的人对于垃圾分类的实施不理解、不接受，觉得垃圾

分类、堆放、处理等环节太烦琐;也有的人认为城市实行

垃圾分类都难以实现，何况是在农村。

在农村地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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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意识比较薄弱，对垃圾乱丢、乱放，导致生活垃圾随

处可见，垃圾处理方式随意，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焚烧，

这种方式虽然处理了垃圾，但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生活垃圾分类专业化和再利用不足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技术仍然需要改进，垃圾

分类处理方式方法并不多样化，单纯采用“户集、村

运、镇转、区处理”的处理方法，并不重视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忽视资源就地利用的重要意义[4]。这就直接加大

了运输与处理的成本，容易产生再次污染的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不明确

目前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还没有专门的立法，相

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农村对于一些政策的实施

本来就滞后，在政策出台时，不能立即实行。在农村地

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基本靠自觉，并没有较全面的标

准和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

具体防治办法一般由地方性法规规定，但这些法律并没

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

由于地方性农村垃圾处理法规较少，没有强制性的

回收制度，对农村垃圾回收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垃

圾处理缺乏指导。

群众参与度不高

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在收集、运输和处置生活垃圾

的时候，主管部门为政府机构，但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部

门的主导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也未体现出应有的监管

作用。而且目前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对于社会公民和

市场企业的参与意识未培养起来[1]。公民还是企业都未树

立良好的参与意识，认为生活垃圾分类与自己无关，政

府制定的政策条例，也无法激发出他们的参与兴趣。

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实施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是全体居

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为了使更多农村居民支持和

致力于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可以通过公告栏、广播

等传统宣传方式开展垃圾管理和垃圾分类等专题活动，

再结合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新媒体在网上宣传，充分调动

群众的积极性，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从而充分认识环

保和废弃物分类的重要性。

智能化垃圾分类管理

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方法，推行智能化垃圾分类管

理，保证精准分类，节省成本，建立起智能分类、线上

回收、源头处理、循环利用的模式。

主动积极将生活垃圾智能分类项目引入进来。

针对便捷智能的垃圾分类箱进行合理规划，将垃圾分类

的管理系统引进来，按照就地减量，就近处理的原则，

真正实现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目标，减

少垃圾量[2]。

借鉴“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的模式。为农

村的每家每户提供一个特殊的二维码，保洁员分区域负

责每家每户生活垃圾的清运工作，通过对二维码进行扫

描，根据生活垃圾投放的类型，经过系统称重，提供一

定的奖励。同时，鼓励保洁员和村民依靠线上应用软件

与线下回收柜，实现智能化垃圾分类处理，不断提高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水平。

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垃圾分类标准

传统的垃圾分类标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对分类者的文化素质要求水平较高，

要求分类者要明确了解四类垃圾所包含的内容。而农村

的村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并且很多是老人和儿童，按照

传统的分类标准不仅每家每户要配备四种分类工具，而

且要准确的按照标准分也很困难。而“可腐烂”和“不

可腐烂”的分类标准的接受人群就从年龄到文化程度都

大大扩展了，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琐园村每家都有两个

垃圾桶，绿色的桶装可腐烂的垃圾，灰色的桶装不可腐

烂的垃圾。村里的垃圾运输车也是由两个箱体组成，一

半装可腐烂的垃圾，一半装不可腐烂的垃圾，然后统一

运到村里的阳光堆肥房，在那里进行第二次分类。

握指成拳，分类参与全民化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围绕“党员示

范分在前、上门动员不漏户”的要求深入发动[3]。通过

党员大会、户主大会，结合入户大宣传、农民大讲堂、

农村大戏台、村广播站等途径，把动员工作做细做实。

积极发挥机关单位和群团组织的作用，工会牵头开展驻

村企业职工垃圾分类竞赛活动，妇联推出“好姐妹宣讲

团”“垃圾分类巾帼先行”“携手垃圾分类共创美丽家

庭”等活动，共青团以“让垃圾分开旅行”“家园风景

秀”等活动发动青少年和志愿者两个群体，教育部门以

“小手拉大手”活动提高农户分类质量。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城乡经济水平较大，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垃圾分

类设施不健全，需要地方政府要以镇为中心，统一建立

垃圾中转站，将周边村落收集的垃圾统一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加强分类收运体系建设工作，根据生活垃圾的实

际产生量，对分类运输车辆进行合理配备。建立全流程

骨运行管理记录，确保每道环节都有据可查，实现全程

闭环、全程分类，使分类收运行为更加规范[4]。

完善循环经济下垃圾分类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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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循环经济发展“垃圾”生态产业链，创建共享

机制，发展“互联网+”模式，利用“互联网+”解决废

物分类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线上线下信息流和物流的

统一。将分类后的垃圾资源化，例如有的垃圾可作为有

机肥售卖出去，对于塑料等可回收资源也可售卖给需要

的厂家。

结语

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理念的推动下，不

少县启动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

理模式，经济条件稍好的村都在村道旁设立了垃圾桶，

公共区域配备了环卫人员，并且对垃圾桶内的垃圾进行

及时清运。通过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理，能够有

效的提升农村垃圾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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