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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教发〔2022〕13 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城市管理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教

育局、东侨城市管理分局，各高等学校，市属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根据福建省

教育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进一步推

进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教发〔2021〕50号）

精神，市教育局、城市管理局研究制定了《宁德市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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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

实。 

 

 

 宁德市教育局            宁德市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5月 25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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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机制，完

善配套政策，加快学校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推动学生垃圾分

类投放习惯养成，持续提升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

念，坚持立德树人，强化国民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增强

做好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加

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着力提高全体

师生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环境意识，促进学校绿色发展、

减量发展，为建设“美丽宁德”作出积极贡献。 

二、工作目标 

各县（市、区）教育、城市管理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

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教育工作，形成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按要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1 年底前，根据属地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全面健全，校内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规范，并与社会生活垃圾分类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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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等环节实现有效衔接。到 2022 年，

各地中小学普遍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相关课程教学，学生垃

圾分类和投放的好习惯基本养成。到 2025 年，各级各类学

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成效显著提升，学生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和校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

的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学生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持续保

持在 100%。 

三、重点任务 

（一）健全领导机制。市级成立市教育局主要领导任组

长，市教育局、城市管理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协调全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发规科，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见附件）。

各地教育、城市管理局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参照建立健全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领导机构，全面加强本系统、本单位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统筹领导。 

（二）研制工作方案。各地教育、城市管理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要按照属地政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要求，研究

制定本地区、本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做到学

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配置合理，分类标志规范、分类运

输和分类处理落实到位。建立完善校内生活垃圾分类台账制

度，记录责任范围内产生的生活垃圾的种类、数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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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运输单位和垃圾去向，并与有资质的收运单位做好交接、

登记和统计工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 

（三）推进设施建设。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

加大资金投入，利用好省级以上薄改、校安长效等资金大力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结合本地本校实际设置简便易

行的生活垃圾投放装置，优化布局各类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容

器、箱房、桶站等设施设备，消除投放盲点，确保校园有害

垃圾单独投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效分开，提高可回收

物回收比例。各级各类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应按相关标准

与规划条件，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四）发挥阵地作用。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

发挥好学校主阵地作用，高度重视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以青

少年为重点，依托各级少先队、学校党、团组织等持续抓好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的生态文明教育长效机制。将环境保护、社区环境治理

和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有机融入中小学相关课程教学、校园文

化、学生实践活动等，推动高校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相

关选修课堂。鼓励相关高校积极开展智能化垃圾分类技术、

污泥与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新技术的科研攻关，提升垃圾分类

科技支撑能力。 

（五）强化源头减量。各级各类学校要从源头上控制垃

圾产生，落实节约型校园建设和光盘行动计划，严格控制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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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垃圾数量。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利用互联网及信息化

手段，大力推广无纸化办公和教学活动，逐步减少废纸、废

渣等废弃物产生。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和一次性物品，鼓励通

过捐赠、交换等形式实现教材等旧物再利用。推进学校废旧

资产的处置科学化合理化，控制和减少报废资产垃圾量。 

（六）做好宣传引导。各地教育部门要主动联系当地主

要新闻媒体，积极报道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各级各类

学校要广泛采取知识竞赛、新生入学培训、主题教育等活动

形式，利用挂图、黑板报、宣传橱窗、校园网站、学生社团

等宣传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家校委员会、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大讲堂等深入开

展“小手拉大手”活动，促进“家校社”联动，强化家校协

同共育，引导家长共同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压实各方责任。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

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做到亲自过问、

亲自部署、亲自检查，带头实施垃圾分类。各地教育部门要

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加强对学校垃圾分类工作的

指导管理，组织学校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

探索建立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健全垃圾分类监管长效机

制。各级各类学校作为责任主体，要指定专人负责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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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保障校内生活垃圾分类经费落实到位，切实做好校园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等具体工作。 

（二）加强联动统筹。各地教育、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

联动协作，围绕“分析研判、信息共享、督促检查”构建联

动机制，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重点统筹

抓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个环

节，合力推进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

建立党建引领、校内后勤、学工、资产管理、团委等部门共

同参与的生活垃圾协同配合工作机制，形成推进校园生活垃

圾分类的工作合力。 

（三）加强督促落实。建立工作“提示、通报、约谈”

三项机制，加强对各地各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督查督

办，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对落实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

采取工作提示、问题通报、约谈责任人等方式进行问责，并

将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绿色学校评比、文明校园创建

等内容，采用加大考核权重、列入重点督查事项等方式推进

落实。各地教育、城市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大督促落实力度，

以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软硬件设施

加速升级。及时梳理总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经验和成

效，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加速推进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

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 8 - 

请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各市直属

学校单位按照本工作方案，细化有关落实举措，认真抓好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市教育局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科联系人：林成章，

2915663，ndxab2915661@126.com。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管理科联系人：何燕芳，联系电

话：2567803，邮箱：ndsrhjglk@163.com。 

 

附件：宁德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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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  长：郭海鸣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林  强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徐木春  宁德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林一平  市教育局规划科科长 

            薛赞钊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管理科科长   

            王健天  市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主任 

            陈  生  市教育局思想政治科科长 

        游清铃  市教育局初等与民族教育科负责人     

叶陈靖  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 

龚德标  市教育局职成高教科科长 

        林  浩  市教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郑  静  市教育装备中心负责人 

陈杰东  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郑立娣  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干部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规划科，办公室成员由领导

小组各成员科室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组成，市教育装备中心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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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办公室日常工作。 

 

 

 

 

 

 

 

 

 

 

 

 

 

 

 

 

 

 

抄送：省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德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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