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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工〔2019〕133 号

 
 

校内各部门： 

为全面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上海市《关于

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沪府办

规〔2018〕8 号）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在学

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18〕

59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生活垃圾投放、收运处置现状，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学校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学校

生活垃圾分类（以下简称“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组织、

协调、宣传、监督检查及信息报送工作。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吴  忠 

副组长：谢金平 

成  员：党委（校长）办公室、后勤管理处、宣传部、 

财务处、保卫处、工会、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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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国际交流处、团委、资产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基

建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如遇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岗位调整

的，则由其所在部门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后勤工作管理处，办公室主

任由后勤管理处处长兼任，具体负责垃圾分类统筹协调及日

常事务处理工作。 

（二）职责主要分工 

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全面推进垃圾分类督察督办。 

后勤管理处：负责牵头组织、统筹协调校内垃圾分类工

作；制定实施方案及相关制度；监督督促校内各部门垃圾分

类实施工作；负责与市、区垃圾分类相关部门对接工作；负

责校内所有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外运工作；负责垃圾分类工

作督导员、志愿者遴选及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校内相关人员

垃圾分类业务培训。 

宣传部：负责多渠道、多方面宣传发动全校师生及进校

人员全面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财务处、资产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基建处：负责垃圾

分类经费、基本建设及设施保障工作。 

保卫处：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检查，配合执法部门查处工

作。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国际交流处：负责从各类

学生工作层面指导、监督和发动学生全面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工会、教师工作部：负责宣传发动全校教职工全面参与

垃圾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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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负责从团学工作层面宣传和发动学生全面参与垃

圾分类工作，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推动全校垃圾分类工作。 

各二级部门：负责各部门所管辖楼宇内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的宣传引导、具体实施和监督落实，配合学校科学安排垃

圾定时定点投放、集中收集转运等。 

二、分类标准 

根据《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沪分减联

办〔2018〕5 号）本市生活垃圾实行“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湿垃圾、干垃圾”四分类标准。 

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

害的零星废弃物，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

油漆桶、过期药品等。 

可回收物：指适合回收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主要

包括玻璃、金属、塑料、废纸、布料五大类。 

湿垃圾（餐厨垃圾）：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

食物加工废料等易腐性垃圾，包括剩菜剩饭、瓜皮菜叶、碎

骨蛋壳、油脂类食品等废物。 

干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其他废弃物，如砖

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一次性饭盒（杯子）、

食品包装袋、烟蒂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 

三、主要任务 

（一）明确分类标准，做好垃圾分类 

我校垃圾分类主要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餐

厨垃圾）及干垃圾，严格按照“一严禁、两分类、一鼓励”实

行垃圾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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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害垃圾约定收运。单独设置收集容器，对不同品种

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收集、暂存，并在醒目位置设置

有害垃圾标志，同时设置有害垃圾临时贮存场所，根据产生

的品种和数量，与具有资质的机构签订收运协议，并确定收

运频率。严禁将有害垃圾、化学品废液、医疗废物混入一般

生活垃圾。 

2.可回收物上门收购。各类废弃电器电子可回收物，参

照国资管理相关规定经技术确认并履行资产处置程序后，交

由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环保回收处理；其他可回收物要做

到单独分类、定点投放，指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上门收

集，构建集中管理、规范高效的废旧物品回收网络。 

3.湿垃圾密闭单独存放。湿垃圾应采用密闭专用车辆运

送至收集站（垃圾房），运输过程中应加强对泄露、遗撒和

臭气的控制。食堂应设置专门的餐厨垃圾密闭容器，明确专

人管理，避免混入其他杂物，建立台帐，记录餐厨垃圾数量、

去向，并交由专业机构进行收运处理。 

4.干垃圾准确投放。在办公区、宿舍区、教学区等公共

区域按照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合理配置分类垃圾桶。

加强师生的宣传教育，引导形成主动、自觉分类的良好习惯。  

（二）规范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 

结合学校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完善

垃圾分类相关标志，配备标志清晰的分类收集容器。改造校

区内的垃圾房适应和满足垃圾分类要求。更新老旧垃圾运输

车辆，配备满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标志明显、

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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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各类垃圾的数据统计工作 

相关部门建立垃圾数据台账，按类别做好各类垃圾数据

统计，定期向学校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数据，由小

组办公室专人负责汇总，做好归档管理，以备查考。同时应

加强数据分析，掌握分类工作的规律与存在问题，利用基础

数据，有效指导和修正分类方式和工作细则。 

（四）开展垃圾分类示范校园争创行动 

广泛开展垃圾分类有关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充分利用

各种媒介及召开主题班会、党团活动等持续推广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引导广大师生树立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

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参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正

确投放。建立垃圾分类督导员及志愿者队伍，督促指导垃圾

分类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报道垃圾分类工作实

施情况和典型经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一项与党建或日常管

理工作有机结合的重要工作来抓。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各部

门要建立垃圾分类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立

健全垃圾分类工作体制机制。 

（二）明确分工，完善衔接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协同协作，形成

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各尽其责的工作格局。后勤管

理处会同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总体统筹协调，实现整体



 — 6 — 

工作中各个环节方面的沟通协调和有效衔接，有序推进学校

垃圾分类工作。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多渠道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

高师生知晓度，增加参与度。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训活动，

各相关部门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培训内容。要重点加强对办

公区、教学活动区、食宿生活区等师生经常性活动场所的垃

圾分类投放，党团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示范带头做好垃圾分

类投放工作，自觉成为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者、倡导者和推

广者。 

（四）保障经费，加强考核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所需经费，按照市教委的要求予

以安排和保障，完善校内相关设施设备更新。建立垃圾分类

综合考核制度，将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为校园文明单位评比

重要考核指标，学校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将加大对各部门垃圾

分类工作落实的检查和监督考核力度，定期对分类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 

五、本实施方案由后勤工作管理处负责解释，本方案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理工大学 

2019 年 7 月 3 日 

 

校长办公室                         2019年 7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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