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生态环境部等 18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环固体〔2021〕114号)，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有效指导西宁市、海西州、玉树州做好“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不断提升其他市州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经省

政府同意，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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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导向，以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大宗工

业固体废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五大类固

体废物为重点，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总基调，统筹“无废城市”

建设制度、技术、市场和监管等要素融合，推动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

方式，进一步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努力实现美丽中国“洁净”青海

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和创新引领。针对当前固体废物产生量大、收运体系

不健全、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处置能力不均衡、信息化管理手段不足

等突出问题和难点堵点，深入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

理创新，实现重点问题有效解决。

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立足不同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差异性特点，清晰定位目标，突出重点任务，发挥

优势、补齐短板，找准入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固体废物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水平。

坚持权责明确和多元共建。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无废城市”

建设理念，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发挥全社会各行业力量，按照党政主

导推动、部门协同推进、企业自我约束、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监督

的建设模式，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工作目标。到 2025年，西宁市、海西州、玉树州全面完成“十

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任务，固体废物产生强度稳步下降，综合利用

水平显著提升，利用处置设施短板基本补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充

分发挥，“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同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

式，总结形成符合青海实际的“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经验做法。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顶层设计引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推进《青海省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立法进程。鼓励地

方配套出台具有特色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相应规章制度。紧密

结合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将“无废城市”建设与城

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统筹

推进。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编制“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从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五个方面研

究制定省级“无废城市”建设指标内容，量化目标清单，以目标落地为导

向设定任务清单。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推广应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

绿色金融工具。将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企业纳入信用评价体系，

建立规范的信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无废城市”建设评估机制，推动将

“无废城市”建设纳入绩效考核，不断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工作制度体

系。(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省司法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

局、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保监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快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构建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减少

有毒有害原辅料使用，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构建绿色供应链。严格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从严审批固体废物产量大且现有技术能力无法

就近综合利用的建设项目。深入推进清洁生产审核，鼓励企业自行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技术升级改造，重点行业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实现

全覆盖。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开展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评价，实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

发，促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化和规模化。针对盐湖化工、

油气化工、金属冶炼、热电等工业固废产生行业集中、地域集中的特点，

以提升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废渣、工业副产石膏、化工废渣等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为重点，推进盐湖产业区盐泥、尾矿和制

碱行业蒸氨废液(渣)等综合利用，促进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就近高效利用，

尽快消化存量。推动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全面落实“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严格环境准入，引导园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着力打造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以解决园区固体废物管理瓶颈为导向，

构建园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体系，实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绿色农业发展。提升农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减少化肥、

农药等农牧业投入品使用量，减少农业废弃物产生量。大力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探索农牧区畜禽粪污、秸秆、厨余垃圾、尾菜等多源有机废物

协同回收—利用—自然循环综合利用模式。推动形成养殖区、农业种植

区和农畜产品开发加工区相结合的产业开发带，扎实推进生态牧场建设

步伐，打造“畜—粪—肥—草—畜”循环闭合产业链。以就近就地还田利

用为重点，培育粪肥收运处理还田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建立市场化受



益者付费机制。以肥料化、饲料化利用为主攻方向，深入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提升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用薄膜回收利用水平，以标准地膜应用、

专业化回收、资源化利用为路径，鼓励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回收

网点、回收再利用企业或其他组织等开展合作，逐步建立以“谁使用谁

交回、谁销售谁收集、专业机构处置、市场主体承担、公共财政补贴”

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推进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

提升改造和养殖粪污临时收集堆放转运点建设，强化病死畜禽和病害畜

禽产品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管理。(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

供销联社、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关于严禁危险废物跨省转入

处置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管的意见》，严禁严控跨省转入危险废物。强化

源头管控，对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危害性大及难以利用处置的建设项目

严格准入。优化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能力和布局，有序引导油泥、铝

灰等利用处置能力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整合

退出或转型。健全医疗废物平战结合的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加快补齐医

疗废物收转运处置设施缺口，提升重大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在

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综合利用单位与产废单位建立点对点定向

利用合作。鼓励支持省内相关企业开展石棉废物、氰化尾渣危险废物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新途径和方法。支持省内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共享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推动分散危险废物收集和利用处置，开展小微企

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建设。强化危险废物环境监管，严格执行危险废物



申报登记、管理计划、转移联单、应急预案备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和

排污许可等制度，将日常监管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督。严格执行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强化转移过程联防联动监管，实现危险废物和

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规范有序、安全通行。严惩环境违法，依法打击非法

转运、倾倒、填埋、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省生

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科技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大力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适度发展县域小型垃圾焚烧设施，有序推进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建设生活垃圾填埋场，完善收集运输体系，

稳步推进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发

展节能低碳建筑，全面推广绿色低碳建材，落实建设单位建筑垃圾减量

化主体责任，积极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开展存量建筑垃圾治理，对

历史形成的堆放量大且集中的堆放点或消纳场，经评估后开展治理与生

态修复。鼓励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及制品在建筑工程和道路工程中应用。

推动在土方平衡、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烧结制品及回填等领域大量利

用经处理后的建筑垃圾。进一步完善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机制，在

重点生态保护区域逐步推行“全域禁塑”，有效控制塑料污染。逐步构建

社会源固体废物回收利用处置体系，推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塑料、

废玻璃等典型“城市矿产”分类回收、利用、处置技术体系，加快培育综

合利用企业，积极延伸产业链。探索开展“无废细胞”工程，结合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推进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商场、绿色餐

厅、节约型机关等创建，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无废城镇”建设。以高原

美丽乡村为重点，试点建设一批“无废乡村”。倡导绿色低碳公民行动，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广“光盘行动”。公共机构推动无纸化办公，

服务性行业推广使用可循环利用物品，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加快快递

包装绿色转型，开展过度包装、随意包装专项治理，推广可循环绿色包

装应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省教育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邮政管

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步骤

(一)制定实施方案。2023年 3月底前，西宁市、海西州和玉树州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废物清单、责任清单、任

务清单、项目清单、保障措施等，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对实施方

案编制进行技术指导。鼓励其他市州及有条件的县级行政区开展“无废

城市”建设研究探索工作。

(二)组织开展建设。西宁市、海西州和玉树州作为“无废城市”建设的

责任主体，按照各自实施方案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加强工作调度、

督导和考核，有力有序推进。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调配技术力量，

建立“无废城市”建设专家库和技术帮扶组，为地方提供全流程跟踪式技



术指导。其他地区可根据上述市州“无废城市”建设经验，推动开展相关

工作。

(三)开展总结评估。建设期间，西宁市、海西州和玉树州对“无废城

市”建设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进行年度总

结，形成总结报告，并于次年 1月底前报送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

厅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对各地“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开展综合评估，总结成

效经验，强化推广应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级层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负

责全省“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西宁市、海西州和

玉树州政府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亲自管，成立相关工

作领导协调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各司其职、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推进机制。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定期调度、技术帮扶、信息通

报、经验推广等制度，制定“无废城市”共建指标体系和评估细则，对相

关市州开展技术帮扶和绩效评估，加大考核力度。西宁市、海西州和玉

树州要细化工作计划和措施，重点围绕废物清单、责任清单、项目清单、

任务清单狠抓落实。



(三)加大资金投入。省级和市州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鼓励有条

件的市州设立专项资金，确保与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省有关部门

要帮助相关市州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争取国家相关资金支持。发挥市场

机制推动作用，引导多元化资本进入工业固体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利

用等关键领域，构建“无废城市”多元化投入机制。

(四)强化宣传引导。以“无废城市”建设为主题，认真组织实施全民行

动，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报纸等媒体，加大“无废”理念和典型案例宣传，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1.青海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2.青海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专家名单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1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青海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一、成员单位及召集人



召 集 人:汤宛峰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副召集人:司文轩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成 员:才让索南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何 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王海瑞 省财政厅副厅长

孟广培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张志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孙文龙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李雅林 省商务厅副厅长

马建立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李秀忠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冉庆坤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李晓军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高 平 省统计局副局长

杨继林 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程光远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总经济师

马建斌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副行长

牛永涛 青海银保监局副局长

马 杰 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马忠英 省供销联社副主任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生态环境厅，主要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

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根据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

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

位接任领导自然更替。

二、主要职责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全省“无废城市”建设

各项工作，促进政策、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要素集聚，形成工作合力;

指导、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



事项。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负责“无废城市”建设的组织、指导、协调、

调度、督查、考核等工作。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由召集人

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

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要

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

议议定事项，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省政府，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有关问题，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措施建议;要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

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

事项;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

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附件 2

青海省“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专家名单

一、国家级指导专家小组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特邀专家)

郝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特邀专家)

李金惠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

许 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丛宏斌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

么 新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院副院长

郑 洋 生态环境部固体与化学品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陈 瑛 生态环境部固体与化学品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聂小琴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李博洋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员

金宜英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刘丽丽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助理主

任



刘玉强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辛宝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吕 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室副主

任

杨俊峰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王秀腾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主任、高级工程师

杜根杰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资源综合利用分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 伟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

于可利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李 营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固废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赵 玲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

二、省级指导专家小组人员

李向旭 青海省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刘向前 青海省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吴红军 青海省农业农村能源与资源保护技术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

隋 萍 青海省农业农村能源与资源保护技术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

工程师

王 青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副处长

宋顺昌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教授级高工

李修宏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顺彩 青海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李宏奇 原青海省环境工程技术评估中心主任，环境科学与工程正高

级工程师

吴向培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退休研究员

拜得珍 青海天境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