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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公共参与机制建设

赵一红 *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回信中，

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为我们明确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核心要

义，阐明了宣传工作在推动垃圾分类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我个人角度

来理解，垃圾分类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垃圾分类是一场人民战争，应

聚焦于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既是推动城市治理的关键小事，又是

推动城市发展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大事。基于这两个角度，我从四个方面谈

谈垃圾分类中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

建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实际上各个省市、地区乃至社区都有很好

的做法和典型经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示范区，已经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与深圳相似，作为首都的北京也在多个方面探索了相关机制，取得了

较多经验。结合以往调查研究，笔者主要通过北京市的一些做法来介绍突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建设过程。

一、党建引领

在社区实际工作中，如何突出体现党建引领？党建引领是一个方向，具

体应该怎么落实、落实在什么方面、在社区垃圾分类中如何体现党建引领的

作用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房山区 X 街道 S 社区党委在深化党建引领方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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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一系列品牌内容，使党建引领在垃圾分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

一是深化党建引领，在关键小事上出成效。该社区党委适时成立党建引

领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特别是在这方面突出育网式党建品牌，深化党建

引领多元共治，发挥党建协调委员会作用。顾名思义，育网式是把社区整体

划分为 5 个大的网格，5 名党委委员分别担任大网格的网管，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细分为 15 个微网格，再形成 168 个单元的微信群，由社区干部负责

具体网格。育网式党建品牌在垃圾分类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社区干部齐心

协力抓关键小事，包括社区定期召开一系列联合党委工作会、参与桶前值班

等。社区党建引领作用非常突出。

二是细化党建品牌，加强垃圾分类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这是社区加强

党建引领作用的第二个具体做法。社区在育网式品牌之下又有一系列其他品

牌，如双网融合一家亲、微服务幸福家、好邻居、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萤火

聚光行动等，这些都是以党员或者党员干部为代表组织社区居民来做垃圾分

类。他们深知党建引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与居民同甘共苦干出来的，要充

分体现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务实作用。他们在社区中把垃圾分类工作

与各种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充分动员社区中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做好基层

社区工作，从而使得垃圾分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与基层社会治理深

度融合。我在学校讲授社区社会工作这门课程，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社区，做到学以致用，经常会带学生去社区进行实践课

堂教学。同学们接触到社区党建引领垃圾分类的做法后深受启发，从而领会

了什么叫党建引领及其深刻内涵。

三是强化党员示范作用，带头养成源头分类和定点投放的习惯。这是社

区加强党建引领的第三个做法，“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面对垃圾分类，

社区党委重点抓好党员和社区干部的教育管理，经常组织党员参加与垃圾分

类相关的培训会，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动员党员和家人带

头做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和监督员。社区党委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每

月开展“垃圾分类我带头，主动而为做表率”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参与环

境整治、清理大件垃圾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位居民，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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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引领垃圾分类成为生活新时尚。通过共产党员的示范带动，该社区

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不断巩固提高。

此外，北京朝阳区 H 社区是比较典型的村民上楼回迁小区，流动人口非

常多，出租户占一大半，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的组织动员工作难度非常大。

从具体经验和调查情况来看，这个社区充分发挥党员的引领作用，最终垃圾

分类工作做得也比较出色。

二、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垃圾分类过程中多方协同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这方面主要是发挥多

元合力，如五社联动等合力。实际上，这个合力对于垃圾分类起着重要作

用，特别是社区中实现分类精准宣传和有效动员的结合，发挥多元合力。

在以往实践中，多元主体在这方面表现也比较突出，后续应该是一个重点

建设的机制。

以北京 T 区为例，该区充分调动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区教委，二者联合

发起行动，统筹辖区内街道、社区和中小学的资源，建立起“学生领任务、

家长来分类、物业作认证、学校收作业”的家校联动垃圾分类促进机制，

发挥了多元合力，“小手拉大手”，实现一个活动带动居民、物业、学校、

社区多个责任主体共同参与，这种多元合力也特别能显现在垃圾分类的过

程中。

建立志愿者服务联动和社区社会组织团队机制，也是值得参考的路径。

以房山区 C 社区为例，该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就坚持使用这种联动机制。

例如，社区多次在公共平台发出志愿者征集令，大家都非常踊跃，纷纷报

名参加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从宣传、站桶到引导居民等，志愿者都冲

在一线。他们打出志愿者服务品牌，比如“绿聚人”。“绿聚人”在垃圾桶

旁准时上班，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志愿者提出了不同的引导方式，比如

老年人应该怎么去做、年轻人怎么去做。还有就是榜样的力量，“绿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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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队注重榜样的力量，他们有一支“十姐妹”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在垃圾分类中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社区社会组织助力社区的“聚能环”

队伍在垃圾分类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总而言之，志愿者服务队联合社区

各种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作

用也比较突出。

三、主流媒体引导机制

在全民开展垃圾分类过程中，如何发挥主流媒体引导作用是一个关键

点。这方面北京有着比较丰富的资源，关键是应该怎么去做。首先，主流媒

体是垃圾分类宣传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才能让垃圾

分类宣传收到更广泛和更好的效果。电视广播是传统的宣传手段，具有覆盖

面广、影响大、形式丰富等特点。其次，主流媒体有两个功能，一是宣传功

能，二是引导功能，后者更加重要。要积极进行有针对性的电视专栏节目策

划，特别是针对垃圾分类推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以此引导人

民群众垃圾分类意识的提升。在融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电视这种传统媒体

如何与网络接轨，如何与先进的大数据及其智能化相衔接，走好全媒体时代

的群众路线，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北京电视台前期的《垃圾分类我们在

行动》节目已经播出了 300 多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有非常

好的宣传效果和引导作用。但是，目前的宣传力度仍然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加强，尤其是要建立起主流媒体的引导机制，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对于群众的

引导作用。

四、科普宣传联动机制

在垃圾分类过程中，要建立科普宣传机制。首先要完善垃圾分类科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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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制。其次，要完善提升大众垃圾分类意识的公共服务机制。从广州、深

圳、厦门的经验来看，三座城市均通过垃圾分类宣教馆开展过沉浸式教育。

从北京市来看，北京市有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可以通过科学视频、图片等

方式来提供更为广泛、更为丰富的科普教育内容。针对广大青少年，让垃圾

分类科普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积极设计垃圾分类 VR 仿真模拟情

景视频供青少年在课堂上学习。积极建立市、区、乡镇 / 街道三级垃圾分类

宣教馆，满足大众对于垃圾分类意识提升等需求。目前科普教育宣传还没有

形成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联动机制，基本上是在社区层面的教育和宣传。我

们需要促进垃圾分类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使主流媒体与科普教育在整个社

会的公共服务领域建立起联动机制，以便更好地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分类机制

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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