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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4月 1 日起实施 
 

今年 3月 1日起，根据梅州此前印发的《梅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梅州城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通告》，原实行上门收运生活垃

圾的区域不再安排环卫工人上门收运生活垃圾。 

为强化后续管理，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梅州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梅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建成区和其他实

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管理及监督管理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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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出明确规定，定于 4月 1日起实施。当前，梅州正遵循政府

推动、全民参与、属地管理、简便易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由试点向区域展开。 

怎么分？投放后进行分类收集、运输 

梅州将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以各县

（市、区）为例，可根据本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际情况，决定

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区域。《办法》提到，生活

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都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分类处置，提高再利用率和资源化水平，促进循环利用或

采用无害化方式处置。 

属地应结合垃圾产生总量，科学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和收集

容器，并保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正常使用，对于交付的生活

垃圾不符合分类规定的，应当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

进行分类。对仍不分类的，可以拒绝接收，并向所在地的县（市、

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镇、街报告。县（市、区）

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接到

有关报告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处理。 

谁来罚？最高罚款一百万元 

针对垃圾分类的违规收运和处置，《办法》中第三十八条至

第四十三条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履行工作职责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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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具有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内

或者指定的收集点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未将大件垃圾交由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或者再生资源回

收站（企业），或者未自行投放至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投放

点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

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或者在运输过程中

丢弃、遗撒生活垃圾、滴漏污水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罚款外，生活垃圾分类完成情况未来或将成为政府部门的

“KPI”。《办法》提出，梅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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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综合考核制度，将本级行政

管理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管理职

责的情况纳入管理绩效考评指标，定期公布考评结果。 

谁监管？多方合力推动垃圾分类 

根据“属地管理”的大原则，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的日常管

理工作主要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属

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则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集中转运、分类处置的设施，按照要求纳入新建项目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内容，将生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纳

入土地供应计划。 

从市级层面来看，主要涉及的职能部门包括生态环境、住房

和城乡建设、商务、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需要分别负责督促生

活垃圾集中转运设施、终端处理设施等场所的污染物排放监测，

以及有害垃圾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污染防治；物业服务企业

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职责；可再生资源回收的监督

管理工作；地产农副产品洁净进城工作等。落实到基层一线，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则需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宣传、引导。

这包括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纳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协助镇（街）

组织动员、督促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报：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协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市

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钟优同志。 

市政协办、市纪委办，陈亮、钟优同志。 

 

 

 

 

 

送：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