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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嘉汇小区

名嘉汇小区建成于 2013 年，有
9 栋 居 民 楼 1334 户 共 4500 余 人 。
2022 年，小区被选树为青岛市生活
垃圾分类五星小区。该小区从党建
引领、红色物业、居民自治三个方面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形成了“一
领三动”工作模式。

其中，“一领”指党建引领。党组
织牵头，引导多方力量参与到垃圾分
类中，形成有人管事、有地议事、有约
理事、有钱办事的工作局面；“三动”

指“物业行动”“榜样带动”“科技推
动”。小区物业作为垃圾分类的主力
军，抓队伍促管理，抓入户促参与，抓
设施促服务，抓机制促长效，解决小
区投放环境好不好的问题。志愿服
务队伍发挥榜样作用，开展站桶指
导、敲门入户、邻里互帮互助等活动，
带动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行动。
同时，小区内设置智能垃圾分类设
施，监督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并指导
居民正确分类垃圾。

西海岸新区城市云脑

西海岸新区城市云脑位于长江
路街道长江中路359号。2021年，新
区以城市云脑为载体，搭建城市管理

“一网统管”平台，其中涵盖垃圾分类
智慧监管系统。该系统建设 1 个驾
驶舱、4 个业务子系统，在垃圾分类
各个环节上开发特色应用场景，实现
数据全面归集、过程全面监管。

在分类投放环节，开发“晒桶打
卡”场景，精准监管投放点指导员上
岗情况、垃圾分类质量，提高家庭端
垃圾分类准确率。在分类收运环节，
开发“公交式收运”和“混装混运识
别”场景，实现对垃圾收运公交式作

业和作业完成率自动化监管；通过车
载芯片识别装置，做到混装混运实时
感知和监管。在分类处理环节，统计
全区生活垃圾处理量、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等指标，定量、动态评价垃圾
分类工作开展成效；开发“云上巡检”
场景，建立垃圾处理设施“数字孪生
工厂”，从安全、计量、环保方面，对处
理设施实时监管。在考核评价环节，
开发“评估分析”场景，对镇、街、行业
牵头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4类机构
130家单位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分析，
实现全区垃圾分类工作量化评估、分
级分类指导。

唐岛湾公园

唐岛湾公园规划面积 1642 公
顷，分为北岸和南岸两部分，南北岸
围绕中心唐岛湾互通，北岸以观海为
主，南岸以观景为主，整个公园海岸
线15公里，公园定位为城市公园。

自 2021 年开始，唐岛湾打造全
区首个“席地而坐”城市绿地客厅，让
市民和外来游客不仅可赏花观海，更

可近绿、亲绿，席地而坐拥抱大地。
同时，依托由3万多只塑料啤酒瓶构
建的“啤酒森林”景观，就近植入雕塑

“悠游海洋”、雕塑“共同体”、“垃圾降
解时间方块”“旧物新姿营地”“童趣
空间”等垃圾分类主题景观和互动装
置，市民在游览同时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垃圾分类典型案例选登
西海岸新区23个镇街，871个小区，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中，新区坚持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可监督，创新形成

“垃圾分类+红色物业”“垃圾分类+居民自治”“垃圾分类+三长一站”等模式。其中，名嘉汇小区、西海岸新区城市云
脑、唐岛湾垃圾分类主题公园、西海岸静脉产业园、铁路小区、观海苑小区等成为新区垃圾分类工作典型代表。

西海岸新区静脉产业园

西海岸新区静脉产业园是青岛市
六大处理园区之一，于 2019 年 6 月运
营，总占地869亩，一期投资16.7亿元，
服务西海岸新区全域约240万人，每日
进入产业园的生活垃圾量约 2000 吨。
园区以焚烧和厨余垃圾处理为核心，依
据“绿色循环、集约协同”理念一体化设
计和建设，是一个集垃圾处理设施、宣
教科研、生态景观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
静脉产业园。

产业园焚烧发电项目设计日处理

能力2250吨，年上网电量约3.7亿度，可
满足1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渗滤液
处理中心，日处理规模1300吨，年产生
沼气400万立方；厨余垃圾处理中心，日
处理规模100吨，用于处理非居民厨余
垃圾；飞灰填埋场，库容119万立方，可
满足30年的填埋需求；炉渣综合处理中
心，每年可生产17万吨建筑骨料。焚烧
厂配套建设垃圾分类宣教基地，面向社
会开放，目前累计接待近万人次，每年
有2000余名学生到项目实习。

铁路小区

铁路小区位于西海岸新区辛安街
道，始建于1992年，共住宅楼20栋居民
689户，2022年小区被选树为青岛市生活
垃圾分类五星小区。该小区打造“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居民
自治“四大工程”，创建垃圾分类新格局。

自我管理：坚持冲在一线带头业委
会主动干，建立党员服务清单“红色”物
业联动干，实行垃圾分类承诺制居民自
治发动干，实现垃圾分类知晓率100%，
参与率100%，准确投放率达92%以上。

自我服务：发挥居民群众创新创造
性、社会组织积极性和志愿力量能动
性，齐抓共管、协同联动，以“共同体意
识”共建新家园。

自我教育：从教育入手、从幼儿园
抓起，通过线上+线下营造浓厚宣教氛
围，搭建全民文化舞台，开展“小手拉大
手”系列活动。

自我监督：强化业委会、物业公司自
身建设，建立房东承担租户垃圾分类连
带责任机制，设立垃圾分类“红黑榜”。

观海苑小区

长江路街道观海苑小区位于阿里
山路 9 号，建于 1998 年，共 6 栋居民楼
240 户。2017 年小区开始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形成了以“当真、较真、认真”为
内容的垃圾分类共治共享“心”模式。

“当真”，要求居民与物业服务企业
思想认识统一。7年来，共召开小区垃
圾分类推进会议 64 场，举办系列主题
活动 72 场，入户调查 6 次并发放问卷
1000 份，使广大业主从思想上接受垃
圾分类工作并内化为自觉行为。

“较真”，要求严格实行垃圾分类措
施。2021 年小区内垃圾分类“撤桶并
点”，明确街道、社区、业委会、物业、志
愿队伍等职责分工，由社区党支部牵
头，逐户上门做好业主思想工作。

“认真”，要求建立高质量垃圾分类
推进长效机制，社区党组织发挥引领作
用，成立垃圾分类居民自治小组，对新
投放点增加保洁频次，加强与收运单位
联系，设立垃圾分类“红黑榜”，小区垃
圾分类变化由表及里。

■名嘉汇小区——青岛市生活
垃圾分类五星小区。

■城市云脑指挥中心。

■唐岛湾公园垃圾分类主题景观。

■西海岸新区静脉产业园外景。

■铁路小区垃圾分类现场。

■观海苑小区创建垃圾分类
共治共享“心”模式。

统筹六个维度，健全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体制

党建引领。在全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党政先行、党员先
行，发挥示范引领效应。

行业主管。细化住建、教体、商务、
市场监管、机关事务等 12 个主管部门
责任清单，推进各领域自上而下落实生
活垃圾分类。

属地主体。建立“镇街党（工）委书
记是生活垃圾分类第一责任人”的工作
制度，物业管理、城管执法、宣传教育等
各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社区主阵地。将社区统筹发动、巡
查指导、志愿服务等工作纳入日常管理
事项，完善区、镇街、社区、管理责任人
四级联动体系。

物业主力军。制定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点设置标准、指导员上岗
制度，“分好类再收运”政策，推进物
业服务企业走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第一线。

全民参与。结合环保银行、德育体

系建设，组织开展“扫楼入户”“九进宣
讲”“全民晒桶”等活动，建立起市民互
动参与良好氛围。

抓牢四个关键，夯实生活
垃圾分类推进基础

强化人员保障。努力抓好“一把
手”顶格推，组建专门工作机构，自上而
下做好队伍体系建设。2022年以来，先
后 6次召开工委常委会、常务会专题研
究垃圾分类工作，镇街、部门成立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选拔精兵强将、
实体化办公，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
推进、有落实。

加大资金支持。2019年以来，推进
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
入，通过政府采购、PPP 项目建设等方
式，完善前端投放、中端收运、末端处置
设施建设，建成“一园三中心多节点”的
生活垃圾处置体系。

完善政策配套。规划、住建、城管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新改建项目同步配
套建设生活垃圾密闭式分类收集房的
通知》，实现投放点同步设计、同步施

工、同步交付，从源头解决各类民生问
题。完善收支制度，按照“谁产生谁付
费”的原则，出台《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
管理实施细则》，完善新区促进绿色发
展的价格机制。

加强科技赋能。搭建全民参与的
线上平台，开设闲置交换、预约上门回
收、全民晒桶、积分兑换等功能，拥有活
跃用户约 50 万人，用户覆盖到全国各
省份。试点推行公交式“掌上收运”，实
现分类运输车辆定时定点定车分类收
运。建设垃圾分类智慧监管平台，打通
全业务、全要素、全链条的数据，赋能线
上监测、风险防范、指挥调度和综合评
价，做到全流程追溯。

突出四个打法，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创新发展

柔 性 引 导 见 成 效 。 精 准 宣 传 。
开展志愿者入户“点对点”、星火讲师
定期“面对面”、分类指导员现场“手
把手”，家校社协同“肩并肩”活动，推
进分类宣传全覆盖。积分兑换。引
导 150 余万市民线上参与“晒桶打卡”

“有奖答题”，形成以分类换实惠，以
观念转习惯。资金奖补。设立重点
工作、难点事项专项奖补资金，激发
各单位工作积极性。荣誉激励。以
机关干部带头示范为引领，评选“五
好榜样”“小小志愿团队”等典型人
物，激发更多人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热情。

强制推进显担当。考核兑现硬约
束。将 130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含镇
街）作 为 强 制 推 行 垃 圾 分 类 责 任 单
位。每季度约谈考核排名后三位的行
业部门、镇街主要负责同志，考核成绩
纳入年终综合测评。真金白银硬投
入。2019 年以来，累计投入 24.3 亿元，
强中端收运，保末端运行，进一步完善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
体系。强制执法硬手腕。强制推行实
施“分好类，再清运”。2021 年以来，处
罚单位企业36家次、1487人次，罚款共
计 20 万元，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扩面、
规范、提质”。

跨界融合促发展。“垃圾分类+”搭
建上游产业链新桥梁。运用“跨界思
维”，联合线上超市、线下便利店等机
构，搭建“城市攻略”等积分兑换平台，
将厨余垃圾精准分出等绿色行为，兑

换成日常用品等优质服务，实现绿色
行为有产业支持、相关产业有“分类
绿”引流的双赢。“垃圾分类+”构建下
游产业新链接。试点先行“线上预约+
上门回收”的新型两网融合新发展方
式，建立闲置物品线上交换平台，探索
走出一条资源高效利用的新路子。“垃
圾分类+”打造基层治理新载体。在基
层治理、信息化管理、物业管理等方面
形成“垃圾分类+三长一站”“垃圾分
类+科技赋能”“垃圾分类+红色物业”
等模式，全面激活垃圾分类基层社会
治理新动能。

共建共享提效能。坚持区、镇街、
社区、管理责任人四级联动、上下贯通，
城管、住建、教育、卫健、商务、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等 12 个行业部门横向联
通，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贯通的基本
打法，推进全系统效能提升。

下一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认真贯
彻国家和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关
部署，以全民参与为核心，在体制机制
创新完善、设施设备升级提效、宣传教
育引导规范、厨余垃圾精准分类、源头
减量循环利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让生
活垃圾分类新时尚的工作理念在新区
落地落实。

青岛西海岸新区：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质量发展
创新实施“六四四”工作法，打造全系统谋划、全要素推进、全覆盖落实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格局

近年来，青岛西海
岸新区认真落实国家和
省、市的部署要求，加强
科学管理、完善设施配
置、推行示范引领、倡导
全民参与，创新实施“六
四四”工作法，打造全系
统谋划、全要素推进、全
覆盖落实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格局，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