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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全覆盖，提升无害化处理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编制组，结合我省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编制

了《湖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为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提供技术指导。

在《指南》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省内外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进

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结合国家和我省关于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建设的各项法规、政策以及有关行业标准和规范，确定了《指南》的主要内容。

《指南》颁布后，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城管执法）部门可委托具有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市政行业资质、市政行业环境卫生工程专业资质（乙级及以上）、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资质的单位参与编制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计

划，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收集、转运、资源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

置等工作，完善农村环卫设施和农村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指南》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

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 88号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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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湖南省农村（即城市和县城规划区以外的地区）生活垃圾

从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到分类处置的体系建设。

1.2 基本原则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推行因地制宜、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的收转运处置体系。

1.3 基本规定

1）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应按照县（市）统一编制的专项规划、

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实施。

2）农村生活垃圾应结合本地区垃圾特性和终端处理方式，实行生活垃圾分

类，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

3）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设施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应遵循因

地制宜、规模恰当、经济适用、布局合理、技术成熟、运行安全、方便操作、环

保达标的原则。

4）根据县（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服务范围，在完善村、镇垃圾

转运系统后，宜优先采用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

5）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各环节应逐步推进密闭化，实现垃圾“不落地、不

露天”收集转运，避免二次污染。

6）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设施设备应有明显、易于识别的标识

或指示牌。

7）农村生活垃圾从源头分类、收集、转运到处置的全过程，倡导实行全过

程信息化管理，构建高效管理模式。

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系统，包括齐全

的设施设备、成熟的处理技术、稳定的保洁队伍、长效的资金保障、完善的监管

制度。

9）各地应加快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收运处置体系的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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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指南》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1.4 术语

农村生活垃圾

指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

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农村地区内企业、作坊产生的

工业垃圾、农业生产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医疗垃圾、建筑垃圾等。

厨余垃圾

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

余垃圾等。

可回收物

指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

有害垃圾

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灯管、家用化学品和电

池，以及废农药、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等。

其他垃圾

在垃圾分类时，按要求进行分类以外的所有垃圾。

灰土

指其他垃圾中，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固体废物，包括灰、土、砂子、煤渣、

破碎砖瓦、陶瓷等。

渗滤液

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由于压实、发酵等生物化学降解作用，同时在降水

和地下水的渗流作用下产生了一种高浓度的有机或无机成份的液体。

公共垃圾箱

设置于道路和公共场所，供人们丢弃废物的容器。

收集点

供临时集中存放垃圾的地点。

转运站

在垃圾产地（或集中地点）至处理场之间所设的中转设施。

清运量

生活垃圾中的其他垃圾经收运系统运输后，进入县（市）卫生填埋场、焚烧

http://baike.baidu.com/view/7873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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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和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垃圾量。

1.5 政策法规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GB/T 37066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 50445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

《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55013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 47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

《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6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T 86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93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 102

《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及维护技术规程》CJJ 109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规程》 CJJ 128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34

《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

《生活垃圾堆肥厂评价标准》CJJ/T 172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84

《工程勘察设计费标准》（2002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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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

《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建标[2007]163号

《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建标[2007]164号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1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5号

《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20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厅字[2021]44号

《湖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环土壤[2022]8

号）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意见（2021-2025年）》（湘

农组发〔2022〕7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建设管理的通知》（建村[2022]44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6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

设施建设运行管理的通知》（湘建村[2022]180号）

2 建设模式

2.1 一般规定

各地应根据镇村分布、政府财力、人口规模、地形地貌、交通条件、运输距

离和自然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模

式。

2.2 模式选择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模式分为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区域集中治

理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应优先采用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

2.2.1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通过“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乡镇转运（或直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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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县市处理”的方式，采用移动式垃圾压缩车或转运站压缩转运运输，纳

入县（市）级及以上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统一处置，收集设施至县（市）

的终端处理设施的运输距离在 20km以内可采用直接运输。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可回收物

县市垃圾处理设施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再利用或资源回收
再生资源

回收系统

循环利用或就地填埋

厨余垃圾 堆肥、堆沤或县市集中处理

集镇转运站

县（市）统筹处置村、镇有害垃圾暂存点

垃圾收集点

20km 内，直收直运

灰

土

该模式适用于：

1 列入《湖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中焚

烧发电或县（市）卫生填埋场服务范围内的村庄和乡镇；

2 位于环境敏感区域的村庄和乡镇。

2.2.2区域集中治理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采取“户分类——组保洁——村镇收集——区域处理”的方式，

以村或镇为单位（或与附近村、镇组团）建设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置。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其他垃圾

再利用或资源回收
再生资源

回收系统

循环利用或就地填埋

厨余垃圾 堆肥、堆沤或村镇集中处理

县（市）统筹处置村、镇有害垃圾暂存点

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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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适用于：

1 未列入《湖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中

焚烧发电或县（市）卫生填埋场服务范围内的村庄和乡镇；

2 人口稀疏、垃圾产生量少、不具备建设规模化垃圾焚烧设施的村庄和乡镇。

3 分类减量

3.1 一般规定

1）户分类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可接受度，简单实用、易于推广实

施。

2）有害垃圾应单独收集存放。

3）生活垃圾中的灰土宜就地直接处理。

3.2 分类方式

农村生活垃圾宜分为 3-4类，按照“三分法”、“四分法”等方式实施。

1）三分法

居民按照是否腐烂、是否有毒有害为标准，将生活垃圾分为干垃圾（不易腐）、

湿垃圾（易腐）和有害垃圾。湿垃圾（易腐）堆肥还田或集中发酵处理；有害垃

圾单独存放后送到指定点处理；干垃圾（不易腐）由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可回

收物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剩余部分收集转运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统一

处置。

2）四分法

居民按照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堆肥还田或集中发酵处理；有害垃圾单独存放后送

到指定点处理；可回收物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其他垃圾单独收集后，转运到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统一处置。

3）其他分类法

鼓励各地根据居民的生活习惯、终端处理工艺要求等因素，在“三分法”、

“四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分类方式。

3.3 效果指标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效果指标主要包括：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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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有垃圾收运设施的自然村

自然村总数
×100%

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生活垃圾清运量
×100%

4 清扫保洁

4.1 一般规定

1）村民应遵守村规民约，负责房前屋后卫生，不乱扔生活垃圾。

2）保洁员应负责责任区内道路、水体、公共场所的日常环境和卫生保洁。

3）采用市场化运营的县（市、区）、乡镇，应定期对运营公司的清扫保洁

和收集清运等服务进行监督和考核。

4.2 清扫保洁要求

1）乡镇镇区：专人负责清扫保洁，并做到无垃圾堆积、无沙石泥土、无果

皮纸屑、无污水粪便；路面基本见本色；垃圾无漏收；路面无明显积水、淤泥；

公共垃圾箱（果皮箱）及时清掏、洗刷，保持完好整洁。

2）其他农村区域：每日对村庄道路、河塘沟渠及公共场所进行保洁，确保

道路及公共区域无垃圾堆和零散垃圾。做到路面净、路牙净、路肩净；河塘沟渠

水面无漂浮垃圾，两岸无堆积垃圾。

5 分类收集

5.1 一般规定

1）科学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各类收集设施应经济实用、美观适用，并具

备分类收集功能。

2）禁止新建露天敞开式的垃圾收集池和露天垃圾堆放、储存设施，禁止在

垃圾收集池、垃圾箱或垃圾桶内焚烧垃圾。

3）逐步取缔露天垃圾收集池，建设或配置密闭式垃圾收集点（站、车）。

4）可回收物宜由居民或保洁员自行存放；有害垃圾要按危险废弃物要求设

立固定回收点位或设置专门容器单独收集；厨余垃圾由居民自行堆肥或由保洁员

收集后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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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集设施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及灭蚊蝇，保持干净整洁。

5.2 收集方式

根据保洁员作业方式的不同，农村生活垃圾可采取居民“自行投放”收集方

式或保洁员“定时定点（上户）”收集方式，鼓励采用保洁员“定时定点（上户）”

收集方式。

居民“自行投放”收集：集镇道路两旁居民、学校、机关单位、居民小区宜

采用居民将垃圾分类投放到家庭垃圾桶后，投至公用垃圾桶，再由保洁员集中收

集的方式。

保洁员“定时定点（上户）”收集：分散居住的居民宜采用居民将垃圾分类

投放到家庭垃圾桶，由保洁员定时定点（上户）收集的方式。

5.3 收集设施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包括家庭垃圾桶、公共垃圾箱、公用垃圾桶、垃圾收

集点、垃圾收集车、垃圾清扫工具等：

1）家庭垃圾桶：

1 家庭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贮存在桶内，禁止随意堆放和丢弃。

2 家庭垃圾桶宜选用塑料（高密度聚乙烯）或不锈钢材质。

3 家庭垃圾桶应与当地垃圾分类要求相匹配，采用多格式垃圾桶或多个垃

圾桶，鼓励将废弃纸箱、废弃桶、旧竹篓、旧竹筐等重新利用作为垃圾收集容器。

2）公共垃圾箱（果皮箱）：

1 公共垃圾箱（果皮箱）应方便清掏和保洁。

2 集镇和村庄的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社会停车场的出入口附近

至少应设置一处，游园、广场、集市等公共场所按 300-500m2设置一处。

3 集镇主要街道两侧按如下要求配置：

商业、金融业街道：每 75-150m设置一处；

集镇主干道、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每 150-300m设置一处；

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每 300-500m设置一处。

3）公用垃圾桶：

1 集镇道路两旁居民、学校、机关单位、居民小区等宜配置公用垃圾桶。

2 公用垃圾桶宜选用 120L、240L或 660L标准塑料垃圾桶，塑料垃圾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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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CJ/T280规定。

3 可回收物为蓝色桶、厨余垃圾为绿色桶、有害垃圾为红色桶、其他垃圾

为灰色桶。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标识应符合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的

要求，在显著位置印制垃圾分类标志。

4 公用垃圾桶宜参考如下要求配置：

道路两旁居民：每 20-50户设置一处，服务范围不超过 50m；

学校、机关单位：每 500人设置一处；

居民小区：每 50-100户设置一处，服务范围不超过 100m。

4）垃圾收集点：

1 选址应满足相关规划的基本要求，并根据垃圾产生分布、投放距离、收

集模式、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宜选择在村口、村组集中区等方便环卫车辆作业

及临时停放的区域。

2 宜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如勾臂箱）、垃圾房（间）或垃圾桶，参考

容量为 1-5m3，具体规格应根据服务区域垃圾量进行选择。

3 采用垃圾房（间）的，建筑形式宜以乡镇为单位相对统一，可与公厕等

市政设施合并建设，鼓励各地使用当地石块、废弃砖块和环保再生砖等材料，结

合当地砌筑手段建造有美感、有地方特色的垃圾房（间）；鼓励对闲置空房进行

修缮改造后，作为垃圾房（间）使用。

4 垃圾收集点宜有清运提醒措施和指示牌。

5 垃圾收集点参考如下要求配置：

村庄：每 100-200户设置一处，一个自然村至少设置一处；

集镇：每 100-150户设置一处，集镇转运站服务范围内的区域不宜设置。

5）垃圾收集车：

1 鼓励采用机动垃圾收集车；采用人力车时，服务范围宜为景区、镇区等

生活垃圾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km。

2 垃圾收集车应密闭化，且具有分类收集功能，不得混装混运。

3 垃圾收集车辆作业频次应根据服务区域的垃圾量、种类及季节等因素确

定，节假日、农忙时节应适当增加清运频次。

4 垃圾收集车应由县（市、区）、镇（乡）统一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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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垃圾收集车按参考下要求配置：

村庄：每 1-2个自然村设置一辆，一个行政村至少配置一辆；

集镇：每 200-300户配置一辆。

6）垃圾清扫工具：

1 垃圾清扫工具包括扫帚、簸箕、手套、垃圾钳、铲子等，宜随垃圾收集

车同步配置。

2 每辆垃圾收集车应至少配置 1套垃圾清扫工具。

6 分类转运

6.1 一般规定

1）以镇为单位建设垃圾转运设施设备，原则上每个乡镇均应具备转运能力，

相邻集镇可根据运输路线、转运量和空间布局，采取共享合建的形式，减少重复

建设。

2）转运站宜具备垃圾分类转运和有害垃圾暂存功能，并加大管理力度，防

止生活垃圾“先分后混”“混装混运”的现象。

3）垃圾转运过程应密闭，设施设备应定期清洗、消毒及灭蚊蝇。

4）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不宜进入其他垃圾的转运系统。

5）转运站宜与乡镇污水处理厂合建，可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分类回收站、

环卫停车场等。

6）逐步普及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和密闭式运输车辆。

6.2 清运量

垃圾清运量指生活垃圾中的其他垃圾，通常不包含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有

害垃圾，其取值应为当地的实测数据，没有实测数据的，可参考表 6-1。
6-1 清运量参考表

地区类型 垃圾产生量（kg/人·天） 垃圾清运量（kg/人·天）

村庄 0.35-0.7 0.1~0.2

集镇 0.8-1.2 0.25~0.6

注：1 一类宜取高值，二类宜取中间值，三类宜取低值，地区类别划分详见附件 2。

2 垃圾产生量、清运量以农村地区的常住人口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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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转运设施

农村生活垃圾转运设施主要包括固定式转运站、转运车和移动式压缩转运车

三类。

1）固定式转运站

1 转运站的建设应符合《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的相关要求，

其工艺应与该地区的其他转运设施配套，包括水平压缩工艺、垂直压缩工艺等。

2 日转运规模大于等于 20吨的，应采用压缩式；20吨以下的可采用压缩式

或非压缩式；新建转运站应采用压缩式。

3 压缩装备应与转运站主体建设同步选型，压缩能力与规模相适应。

4 转运站设备宜配备自动称重系统，统计、上传垃圾清运量。

2）转运车

1 转运车应选择与转运站工艺设备相配套的车辆，有垃圾明显标识，保持全

密闭，并符合《垃圾车》QC/T 52的规定。

2 有条件的地区，不同类型垃圾使用专用车辆进行收集运输；在垃圾量较少

区域，可设置分箱、分体式的多格式垃圾转运车，同时分类收运其他垃圾和厨余

垃圾等。

3 鼓励使用配备有行驶轨迹记录和实时定位装置的垃圾车，并接入该地区的

智慧环卫系统。

3）移动式压缩转运车

在转运站选址困难、道路交通条件较好或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移动式压

缩转运车：

1 移动式压缩转运车应集“密闭、除臭、压缩、储存”于一体。

2 车内的垃圾渗滤液应妥善储存，一并运往终端处理设施处理。

6.4 规模

垃圾转运设施规模=垃圾排放季节性波动系数×垃圾清运量。

其中：

垃圾清运量——指垃圾转运设施服务范围内常住人口的垃圾量

垃圾排放季节性波动系数——指年度最大月产生量与平均月产生量的比值，

应按当地实测值选用；无实测值时，该可取 1.3-1.8。因旅游或其他产业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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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生活垃圾的，经充分论证后可进一步加大波动系数。

6.5 选址和用地

建设固定式转运站的地区，转运设施的选址和用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1）选址

选址应贯彻科学规划、节约用地的原则，并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卫

生相关规划和《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的要求。应综合考虑服务区

域、转运能力、运输距离、污染控制、配套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设在交通便利、

易安排清运线路的地方，并满足供水、供电、污水排放的要求（详见表 6-2）。

表 6-2 选址要求

因素 要求

交通 应选在公路附近，便于收集车、转运车出入和安排清运线路

位置 不应设置在平交路口出入口、学校、餐饮店、医院附近

用地 避免占用农田，禁止设置在饮用水源地保护范围内

分期 考虑近、远期结合，使转运站近期离镇区不远，远期有扩建的可能

2）用地

用地指标应符合《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的要求。

表 6-3 转运站用地要求

规模（t/d） 占地面积(m2） 与相邻建筑间隔（m） 绿化隔离带宽度（m）

20-30 300-400 ≥10 ≥3

10-20 200-300 ≥8 ≥2

10以下 120-200 ≥8 ≥2

注：1 带分类收集功能、环卫休息室或公厕的，可适当增加占地面积；

2 占地面积含站内设置绿化隔离带用地；

3 表中的绿化隔离带宽度包括转运站外道路的绿化隔离带宽度；

4 与相邻建筑物间隔自转运站外墙计算；

5 规模范围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7 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

7.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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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禁将生活垃圾堆放于河流、池塘堤坝或直接倾倒在沟塘洼地内。

2）严禁将生活垃圾集中露天堆放、简易填埋，严防新增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3）严禁将生活垃圾露天焚烧、简易焚烧。

4）严禁将未经分类的生活垃圾作为建筑回填土用于道路路基和房屋基础建

设。

5）严禁新建环保不达标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小型焚烧设施，禁止新建简易

焚烧设施；

6）已建的环保不达标设施应改造直至达标，对改造后仍不达标的，应取缔

拆除。

7.2 资源化利用

农村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等可通过资源化利用进行处置：

1）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

以“村集中、镇（县）分拣”建立垃圾回收网络，可回收物按一定价格收购

后交由再生资源利用机构或县（市）统筹处置：

1 以村为单位设置回收网点，储存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

2 以县域或乡镇为单位设置分拣中心，鼓励联合供销合作社等农村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网络，通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环卫清运网络的“两网融合”，最

大限度实现可回收物的资源利用。

2）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

厨余垃圾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宜与秸秆、畜禽粪污协同处理。根据

服务范围可分为分户处理、单村处理和多村联合处理模式。分户处理可采用家庭

堆肥、堆沤还田技术；单村处理可采用反应器堆肥；多村联合、乡镇处理可采用

反应器堆肥或集中堆肥处理等。具体如下：

表 7-1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参考一览表

工艺

类型

适用

范围
技术内容 备注

家庭

堆肥

单户

家庭

依托小型户用家庭堆肥桶或堆肥氹，通过

氧气与堆肥物料充分接触，使厨余垃圾腐

熟发酵。

投资成本低，体积小且农户

可以自制。

堆沤 单户或 将厨余垃圾、农作物秸秆、人畜粪便等有 操作简单、建设和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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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类型

适用

范围
技术内容 备注

还田

技术

多户家庭 机废弃物，通过静态堆沤处理后科学还田

利用。

低；发酵周期不少于 90天，

需采取臭气和蚊蝇控制措

施。

反应

器堆

肥技

术

≤2吨/天

将厨余垃圾、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等有

机废弃物，置入一体化密闭反应器进行发

酵处理。工艺应符合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有机垃圾生物处理机》CJ/T 227的规

定。

常见的有箱式、立式筒仓、

卧式滚筒反应器等；发酵产

物腐熟后可还田利用，也可

用于生产有机肥、栽培基质

等。

集中

堆肥

技术

>2吨/天

将人畜粪污、厨余垃圾、农作物秸秆等有

机废弃物混合预处理后，通过厌氧发酵协

同处理、蚯蚓养殖处理等技术制作肥料利

用。处理技术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

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6、《生活垃圾堆肥厂评价标准》CJJ/T
172、《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CJJ
52的有关规定。

资源化利用率较高；对稳定

运行、安全管理等技术要求

较高；适用于原料供应充足

的地区。

7.3 无害化处置

农村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可通过无害化处理工艺进行处置：

1）有害垃圾

以“一村一点、一镇一站”建立有害垃圾收集网络，保洁员将村民分类好的

有害垃圾逐级收集暂存后，由指定的危废处理专业机构统一运输、处置或县（市）

统筹处置。

2）其他垃圾

纳入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的农村地区，其他垃圾通过县（市）卫生填埋场、

焚烧发电厂等设施处置，由县（市）统筹其选址、设计、建设、作业与管理；未

纳入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的农村地区，其他垃圾通过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处置，包括热解处理、焚烧处理和小型卫生填埋场等；其他垃圾中的灰土宜就

地处置，在指定区域填坑或在居民庭前屋后的空地就近掩埋，掩埋地点尽量远离

水源地、环境保护区及敏感区，采用集中消纳场处置时，其选址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34的相关要求。

表 7-2 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参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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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类型 技术内容 技术特点

焚烧、

热解

利用高温焚烧（热解）将垃圾分

解成可达标排放的烟气和固体

残渣。规模一般小于 50吨/日。

优点：占地面积小，减容效果好，垃圾中的

病原体可被彻底消灭。

缺点：前期投资高，运行、管理复杂，烟气

处理技术要求高。

小型卫生

填埋

用于处置生活垃圾，并配套建有

渗滤液处理设施、填埋气体收集

或处理设施及地下水监测装置

等。

优点：投资小、操作设备简单、适应性和灵

活性强。

缺点：占地面积大、减量耗时长、气候变化

感度强、垃圾渗滤液量大且处理难度高。

3）其他要求

在人口稀疏、垃圾产生量少、不具备建设规模化垃圾焚烧设施的地区，经技

术评估论证后，可开展分散式、小型化焚烧处理设施试点示范，着力解决小型焚

烧设施烟气达标排放和飞灰安全处置方面相关技术瓶颈。相关县市的试点示范方

案应经市州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论证审查后，报省住建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备

案。

7.4 污染控制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中的反应器堆肥或集中堆肥处理技术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厂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 86，小型卫生填埋场严格执

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标准，热解处理、焚烧处理严格

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标准。

7.5 规模和选址

1）规模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模应以现状实际常住人口（常住当地 10个月以上）

为依据进行计算。

2）选址

1 堆肥处理工程选址、规模和工艺技术路线，应根据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环

境卫生专项规划、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特性和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堆肥处理技术的适

用性合理确定。

2 小型卫生填埋场选址、设计、建设、作业与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

准》GB/T 5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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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解处理、焚烧处理工艺选址应执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90及国家现行相关规范中的要求，并符合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

规划，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认定。

8 应急管理

8.1 一般规定

1）垃圾收运管理单位应按照相应法规或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应急预案。

2）垃圾收运出现应急性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并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处置工作。

8.2 应急要求

垃圾收运中的应急性事件一般包括：大型活动、自然灾害、传染病等。

1）大型活动应急方案：

农村地区的大型活动主要包括：婚丧寿活动、商业性活动、节会活动、节假

日、赶集等。

1 大型活动前，组织单位或机构应提前向活动所在区域的垃圾收运管理部门

申报，由垃圾收运单位制定活动期间垃圾收运应急工作方案；

2 大型活动期间，垃圾收运单位在活动场地周边应设立固定的生活垃圾收集

点，对产生的垃圾做到随产随清，无满溢和堆积现象；固定专人定期对垃圾收集

点（站）周边进行清扫冲洗，确保各垃圾收集点（站）桶、箱、站及周边干净整

洁；

3 大型活动期间，应加强对垃圾清运车辆的管理，应对车辆“跑、冒、滴、

漏现象进行严格控制，所有的收运车辆应每天清洗；

4 大型活动期间，应加强果皮箱、垃圾桶的管理工作，定期对果皮箱、垃圾

桶进行擦洗、冲洗和清掏，保持箱、桶体及周边地面的干净整洁，对破损的果皮

箱、垃圾桶要及时进行修复或更换。

2）自然灾害应急方案：

垃圾收运管理单位在接到气象部门或上级部门关于自然灾害的预警或通知

时，应及时向所辖单位通报事项，督促其做好灾害防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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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染病：

1 传染病流行期间造成的影响垃圾收运工作的情况，现场人员应立即上报，

生活垃圾收运管理单位应及时调度调整，保障该区域生活垃圾收运工作正常运转；

2 传染病流行期间造成的垃圾洒落、掉落、遗漏事件，现场作业人员应迅速、

及时处理，接到群众投诉时，收运管理单位应及时响应；

3 传染病流行期间，在日常清扫保洁作业的基础上，应组织专项环卫队伍从

事防疫消毒消杀工作，定时对垃圾转运站、收集点、公共垃圾箱等开展消毒消杀

作业，

4 在“涉疫生活垃圾”转运处置过程中，采取定人、定车、定线路的方式，

严格落实“两次消杀”（消杀后装车、装车后再消杀）等作业要求，实行“专人

收集、专车直运、专区处置”，垃圾处理设立应设置“涉疫生活垃圾”专用处置

通道，严防二次污染。

5 传染病流行期间，对垃圾转运人员实施临时集中居住闭环管理，并做好健

康监测。

6 突发传染病流行期间造成垃圾大量堆积且清运力量不足时，垃圾收运管理

部门应及时上报情况，请求上级部门协调其他力量协助作业，确保垃圾及时得到

收运。

7 传染病解除后，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力量，对区域内

残留生活垃圾进行突击清运和处置，消除隐患。

9 运维、劳动定员及长效机制

9.1 运维措施

1）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单位应成立项目管理机构，项目管理机

构应参与设计会审、设备选型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组织工程各阶段验收、调试

和移交；并会同运行管理单位制定运行、维护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收集整理设

施建设和设备安装竣工资料。

2）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各类设施设备的操作使用必须责任到人，

工作人员应通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

安全操作、安全生产，收运处置体系各运营单位应定期组织考核，确保运行安全。



湖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技术指南

18

3）所有从事生活垃圾收集、中转、运输作业的经营性公司、单位，必须备

案登记；环卫车辆应登记上牌、购置保险、定期保养和检修，方能上路行驶，驾

驶员要持证上岗，规范操作，文明驾驶，自觉接受部门监管。

4）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

积极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做好门房前屋后清扫保洁工作，不断增强村民的环境卫

生意识，自觉遵守保洁制度和爱护垃圾收集清运设施设备，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5）加强对所辖区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市场化服务质量和环卫作业

人员监督考核。同时鼓励、支持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并将监督考核

结果与支付服务费挂钩，做到奖罚分明。

9.2 劳动定员

1）收集系统保洁员

生活垃圾收集系统的劳动定员应按照定岗定量的原则，根据地区特点、居住

人口分布、技术水平、投资体制、当地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运营管理的要求，合理

确定。一般按照农村人口 300-500人配备 1名保洁员。

2）设施设备运行人员

应遵循定岗定量原则，根据项目工艺特点、技术水平、操作要求、当地社会

化服务水平和运营管理要求，合理确定。一般生活垃圾收集车辆宜配置一名驾驶

人员和辅助收集人员，与转运站配套的运输车辆配置一名驾驶人员，转运站宜配

置 1-2名操作人员。

9.3 长效机制

1）县（市、区）级政府是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乡

镇政府和村委会负责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或监管。

2）市、县（市、区）主管部门应指导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加强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宣传教育，并通过宣传栏、发放图册、上门指导、组织开展

活动等方式定期进行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工作的宣传，提高村民主动

参与意识。

3）各类媒体应积极定期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公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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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资参考

10.1 收集设施投资估算

表 10-1 收集设施投资参考表

序号 项目 类别 单位 参考规格
参考单价

（元）

1 垃圾桶（箱）

公用垃圾桶 个 120L、240L、660L 200-500
公共垃圾箱

（果皮箱）
个 / 200-800

2 垃圾收集点

移动式垃圾收集箱

（勾臂箱）
个 1-3m3 4000-12000

垃圾屋 座 1-5m3 5000-20000

3 收集车

人力车 辆 0.5-1m3 1500-3000
燃油机动车 辆 1-3m3 8000-350000

电动车 辆 1-3m3 4000-200000

4
可回收物

分拣中心

村级 座 20000-100000
镇级 座 100000-200000

注：1、垃圾收集点含有害垃圾暂存设施，垃圾收集车含配套清扫工具。

2、各垃圾收集设施规格应满足当地垃圾分类要求。

3、本投资估算根据 2021年环卫设施设备市场价格制定，与现行市场价格不符时，可适

当调整。

10.2 转运设施投资估算

表 10-2 转运设施投资估算参考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格 参考单价（万元）

1
转运车

（垂直压缩站配套车辆）
辆 5-8吨/车 20-50

2
转运车

（水平压缩站配套车辆）
辆 8-12吨/车 35-60

3 移动式压缩转运车 辆 3-12吨/车 30-75

4 转运站 座

10-30吨/日 110-150
30-50吨/日 150-300
50-150吨/日 300-500

注：1、垃圾转运站投资估算包括设备费和土建费用，不含征地拆迁等其他费用。

2、本投资估算根据 2021年环卫设施设备市场价格制定，与现行市场价格不符时，可

适当调整。

10.3 农村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运营估算

表 10-4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运营估算参考表

项目 参考标准

人员成本
保洁员 每人 1500-3000/月
司机 垃圾压缩车司机每人 3000-50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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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参考标准

机动收运车司机每人 1500-3000/月
转运站管理人员 每人 1500-3000元/月

转运站运维费用 200-300元/天
注：1、运营成本估算根据 2021年调研结果制定，与现行运行成本不符时，可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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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标志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标志标牌可参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的规定。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可参照下表。

序号 名称 标志

1 可回收物

2 厨余垃圾

3 有害垃圾

4 其他垃圾

5 纸类

6 塑料

7 金属

8 玻璃

9 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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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建设运行管理县市区分类表

分类 标准 县市区名单

一类

（18个）

城市近郊区

等有基础、有

条件的县市

区

长沙市高新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雁峰区、

石鼓区、蒸湘区、岳塘区、湘潭市高新区、双清区、岳阳楼

区、南湖新区、岳阳市经开区、武陵区、常德市经开区、柳

叶湖旅游度假区、娄底市经开区。

二类

（71个）

有较好基础、

基本具备条

件的县市区

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衡南县、衡阳县、衡山

县、衡东县、常宁市、耒阳市、南岳区、珠晖区、攸县、醴

陵市、渌口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云龙示

范区、韶山市、湘潭县、湘乡市、雨湖区、湘潭市经开区、

昭山示范区、北塔区、邵阳市经开区、大祥区、邵东市、君

山区、云溪区、华容县、岳阳县、湘阴县、临湘市、汩罗市、

屈原管理区、鼎城区、汉寿县、安乡县、桃源县、临澧县、

澧县、西洞庭管理区、西湖管理区、桃花源旅游管理区、赫

山区、资阳区、益阳市高新区、桃江县、沅江市、南县、大

通湖区、北湖区、苏仙区、资兴市、桂阳县、永兴县、嘉禾

县、临武县、冷水滩区、零陵区、祁阳市、东安县、道县、

蓝山县、永州市经开区、冷水江市、津市市、娄星区。

三类

（53 个）

其他地处偏

远、经济欠发

达的县市区

祁东县、炎陵县、茶陵县、隆回县、邵阳县、城步县、新宁

县、新邵县、武冈市、洞口县、绥宁县、平江县、石门县、

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安化县、宜章县、汝

城县、桂东县、安仁县、双牌县、宁远县、新田县、江永县、

江华县、金洞管理区、回龙圩管理区、鹤城区、中方县、洪

江市、洪江区、新晃县、麻阳县、芷江县、沅陵县、辰溪县、

溆浦县、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涟源市、双峰县、新化

县、泸溪县、吉首市、凤凰县、古丈县、花垣县、保靖县、

永顺县、龙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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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2-2025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计划参考大纲

1 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二）工作目标

2 组织结构

3 主要任务

（一）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计划

（1）治理模式

（2）清扫保洁

（3）分类减量方案

（4）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建设方案

（5）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方案

（二）应急收运处置方案

（三）运营管护方案

4 长效机制和保障措施

5 项目库与年度实施计划

6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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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22-2025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计划编制内容要求

1 编制组织

1）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系统建设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宜由县（市、区）城管

或环卫部门编制。

2）编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系统建设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过程中，应当广泛

听取有关部门、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2 主要任务

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进行分析评估，合理预测农村生活垃圾产量，提出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的目标；明确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总体方案，提出不同区域生活垃

圾收集、转运、处理方式；提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目标、实施方案等；提出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的数量、规模等，并明确近期建设项目的建设

标准、用地面积、投资需求、建设时序、工艺技术等。

3 编制内容

3.1 背景

1）编制目的

阐明行动计划编制的目的和必要性。

2）背景

阐明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对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相关政

策要求和指导意见。

3.2 总则

1）编制原则

编制原则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2 县（市）主导，统筹布局原则。

3 与城乡发展相协调。

4 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原则。

5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原则。

2）目标

提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及指标目标。其中指标目标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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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活垃圾减量率、收集率、无害化处理率、转运能力、无害化处理总能力、

资源化利用能力、焚烧处理能力等。

3.3 现状分析

1）现状情况概述

1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总体情况分析。包括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范

围、生活垃圾产生及清运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无害化处理率等。

2 生活垃圾成分及理化特性分析。主要分析本地不同地域（如建制镇、农村等）

产生的生活垃圾的组分、组分、含水率、容重等。根据不同地域特征的生活垃圾

的成分数据，得出该地域生活垃圾成分表及分析报告。特性分析应能反映对象的

特点及工艺需要。

3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对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的分类成效、

存在问题等进行评估分析，对未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进行可行性分析。

4 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分析。对现有的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布点及规模、生活垃圾收

运方式、区域整体平均日收运量等进行分析，评价现状收运能力及覆盖范围，分

析变化趋势。

5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分析。对现有的卫生填埋场、焚烧处理厂、资源化利用设施，

以及其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其现状

处理能力、处理规模及处理工艺等。

6 对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统计。

2）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建设、运行、效果、管理和资金保障等方面分析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

设存在的问题。

3.4 垃圾产量预测

1）依据区域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消费习惯的发展规律，以现状常住人口（常

住 10个月以上）对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总量进行预测，并分析节假日、赶集和重

大活动时的垃圾产生总量。预测方法应当符合《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的

规定。

2）根据本地区生活垃圾成分及理化特性，并结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

对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产生量及收集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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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测。

3）根据生活垃圾产生总量及各类生活垃圾产生量，对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

理设施建设需求进行分析。

3.5 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布局

1）治理模式选择

根据《湖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要求，并结

合当地交通条件、经济能力以及环境要求，确定各村镇采用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

2）源头分类

结合国家和地方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要求，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提出本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推进措施等，并对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等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方案进行系统研究，提

出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

3）收集方式

结合当地经济、交通条件、居民分类意识等因素进行论证并确定适合各地区的生

活垃圾收集方式，采用的收集方式、收集设施应与源头分类方法相匹配。

4）收运路线

根据各地区道路交通条件和运输距离，合理构建各类垃圾转运路线。绘制县域各

镇（乡）收运路线图，详细描述村到镇再到县的垃圾转运路线。

5）收运设施选址及布局

1 确定各地区公共垃圾箱、公用垃圾桶、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车、垃圾转运站

和转运车的数量、规模（规格）。

2 根据交通条件和人口分布等因素确定公用垃圾桶、垃圾收集点位置。

3 确定垃圾收运线路、车辆和人员配置。

4 确定转运站工艺、选址、总体布置、主体设施布置、配套设施、用地面积。

6）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提出符合实际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思路，合理确定建设

目标。

1 规模：以现状常住人口确定各类处理设施规模。

2 工艺：各类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工艺选择比较、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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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址与布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统筹建设焚烧发电厂、卫生填埋场、厨余垃

圾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等垃圾处置设

施，明确各设施空间布局选址、规模及建设要求，提出合理的建设时序。积极探

索建立集垃圾焚烧、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填埋于一体

的协同处置利用体系，提出示范区域、示范内容、控制要求及预期目标等。有条

件的地区可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集中建设在一个功能区，耦合资源回收产业链，

推动静脉产业园的建设。

7）运维劳动定员和长效机制

1 运营管护模式：确定运营内容，各类垃圾可采取单独或多类合并运营管护方式。

2 管护队伍：合理组织农村环卫系统队伍，包括保洁员、车辆司机、设施设备运

行维护人员等。

3 宣传与监督：合理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墙报、宣传手册等有效的监督方

法和手段。

8）应急管理

制定生活垃圾应急处理预案，明确生活垃圾应急时运输和处置去向等。根据实际

情况可制定相应专篇，以提高区域应对生活垃圾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规范和指

导应急处理工作。

3.6 存量垃圾治理

明确现有存量垃圾处理处置等工作。

1）简易填埋存量治理。针对现状简易填埋的存量垃圾，结合其规模、设施状况、

场址地质构造、周边环境条件、修复后用途等，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方案。

2）老填埋场封场治理。针对近期达到或即将达到设计使用库容，以及不再消纳

和接受生活垃圾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封场治理，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可考虑

对库容饱和的填埋场土地制定复合利用方案。整理现状治理项目，提出预计实施

项目。

3）其他存量污染治理。

4 项目库与实施计划

明确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项目的项目库，包括设施名称、数量、规模、服

务范围、功能定位、建设标准等。编制近期的年度建设计划、投资估算，对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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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进行估算。

每年度提交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情况清单。

5 措施及建议

针对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城镇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实施和管理等方面的建议措施，对组织保障、技术保障、资金筹措、

加强监管、强化宣教等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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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情况清单

市

（县

、区）

乡

镇

名

称

集

镇

和

农

村

常

住

人

口

（

万

人）

保洁

员人

数

（人

）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设施设备升级改造
行政村垃圾收集转

运
自然村（村民小组）垃圾治理

县

市

区

类

别

（

一

二

三

类）

处理方

式（卫

生填埋

/焚烧

发电/
水泥窑

协同/
其他）

处理设施名

称

农村

垃圾

年处

理量

（吨

）

是

否

建

成

垃

圾

中

转

站

（

是/
否）

已建

成中

转站

个数

（个

）

其中
2022
年新

增建

成中

转站

个数

（个

）

是

否

采

取

垃

圾

直

运

模

式

（

是/
否）

是

否

与

其

他

乡

镇

共

用

中

转

站

（

是/
否）

是

否

拟

建

中

转

设

施

（

是/
否）

2023-20
25年计

划新建

垃圾中

转站个

数（个）

预计

建成

垃圾

中转

站总

数

（个

）

计划

取缔

小型

生活

垃圾

设施

总数

（个

）

行政

村总

数

（个

）

收运

处置

体系

覆盖

的行

政村

个数

（个

）

2023-20
25年新

增收运

处置体

系覆盖

的行政

村个数

（个）

自然

村

（村

民小

组）

总数

（个

）

开展

垃圾

分类

的自

然村

数

（个

）

2023-20
25年新

增开展

垃圾分

类的自

然村数

（个）

收运

处置

体系

覆盖

的自

然村

数

（个

）

2023-20
25年新

增收运

处置体

系覆盖

的自然

村数

（个）

达无

害化

处理

标准

的自

然村

数

（个

）

2023-20
25年新

增达无

害化处

理标准

的自然

村数

（个）

例
**
镇

3.5 50 卫生填

埋

**县垃圾填

埋场
600 是 2 1 否 否 否 3 5 10 10 10 0 33 15 18 32 1 30 3 二

类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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