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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人，总是在消耗着各种资源，也制造出各种垃圾或废弃物。伴随着城

镇化进程，全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超过100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也被摆

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

2020年起，湖州在全国率先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以推动绿色生产生活为主线，开

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示范。日前，我省发布2024年度“无废指数”，通过9项核心指标实时

定量评价，湖州以86.56的分值位列前茅。

成绩背后，是五年富有成效的路径探索——打造936个“无废细胞”，形成一批“无废模

式”，发挥数字优势赋能“无废”建设，推动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连日来，记者

深入全市各建设单元，探寻“无废城市”建设让城市更宜居。

全域“无废” 湖州“有解”

产废源头做“减法”

程辉 2992 分，邵学究 2629
分……当得知各自的碳积分在湖州

“绿色文明生活码”上名列前茅，
成为低碳达人时，两位湖州市民难
掩激动。两人不约而同地把高分归
功于绿色出行。不同的是，程辉每
天坐40分钟的公交车往返于市中心
和东部新城，而邵学究工作单位离
家近，天天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

2021年，湖州在全国率先推出
“绿色低碳生活指数”，随之上线的
“绿色文明生活码”让日常生活中的
“绿色”有了可量化、可评价的分
值，垃圾分类、公交支付、光盘行
动、乘坐绿色出租车，都可通过该码
打卡积分。最新数据显示：湖州市

2024年绿色低碳生活指数
96.6，已连续四年呈上升
趋势。与之相对应的生活
垃圾产生量连续五年保
持负增长。

扫码投放、自动称重、
识别分类，超时警报……
每天早晨，德清县乾龙
花园小区的智能垃圾分

类亭前总是挤满了人。投
放垃圾时，该系统通过自动

称重及AI智能识别功能，将
垃圾投放的重量及分类准确性

自动转化成积分。“通过AI督导
模式，由原先的‘人盯桶’转变为

24小时‘机器盯桶’，大大缩减人力
成本。”小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AI

赋能的精准智能监控及溯源功能，也进一步
促进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60%以上垃圾分
类驿站完成智能化升级，湖州还在全国率先
试点开展生活垃圾计重收费，以点带面推动
计重收费模式转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建
设部考核评估中连续十个季度位列全国中等
城市第一。而这背后，另一道考题也摆在湖州
面前——如何实现易腐垃圾资源化利用？

湖州的做法是构建易腐垃圾闭环利用模
式。比如：德清启动“易腐垃圾不出小区”
试点，利用微生物特性将易腐垃圾转化为有
机肥料，供小区内的园艺爱好者使用；长兴
运行全市首家县域餐厨垃圾集中处理基地，
日处理能力达350吨……在此基础上，我市
还获得全省第二张有机肥生产证书，实现餐
厨垃圾为原料的有机肥真正量产出售。

“产废无增长，资源无浪费，通过‘无废
城市’创建，持续擦亮全域生态底色，助力
湖州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潘鸣表示，接下来，湖州将
进一步厚植“无废”理念，系统谋划“无废
细胞”培育提升，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转
变，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司超
低排放节能改造项目集控室，工作人员在
监测实时更新数据，确保排放达到绿色环
保标准。 记者 施莉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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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五年“无废城市”建设让城市更宜居

资源利用做“加法”

清晨，一辆车身印有“废布条收集
专用车”字样的厢式货车穿梭于吴兴区
织里镇296个布条垃圾投放点之间。“平
均每天能集中处置200多吨，制成固体
燃料替代燃煤。”吴兴区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黄诚介绍。

在“无废城市”建设中，织里镇提
出打造“无废童装产业”，拓展童装生
产过程中的资源化利用途径。“最近我
们引进了智能排版机、自动裁床机、自
动打包机，提高布料裁剪精准度。”湖

州芭儿贝拉有限公司负责人夏梦告诉记
者，如今企业的边角料、制衣报废品、
过度包装废品等固体废物产生率降低了
10%以上。

为卡住产废源头，织里镇还出台一
系列政府补助政策，鼓励童装企业开展
数字化车间改造，已建成30家数字化标
准工厂，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同时
利用废布条等作为原料制成环保生态板
材、再生棉等新型复合材料，进行资源
化利用的深度探索。

“‘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
而是通过绿色发展推进固废源头减量和
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处
置。”市生态环境局土壤与固体废物化
学品处章利斌介绍，无废城市建设以
来，湖州开展无废美妆、无废木制品、
无废水泥等产业领域的尝试，由点扩面
带动全行业走上绿色无废、资源循环的
发展新路径。

塑料污染已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源
头治理势在必行。最近，在联合国环境
署举办的亚太地区塑料污染治理闭门会
议上，安吉“以竹代塑”竹产品吸引了
众多目光。“这些包包、笔记本都是竹子
做成的，既富有安吉特色又绿色环保。”
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副局长钟永梅向
与会人员进行现场分享。

自2022年以来，安吉县在全球率
先落实“以竹代塑”倡议。通过健全
政策支撑体系、聚焦完善产业发展、
拓宽应用场景等，持续探索塑料污染
源头治理新途径。去年全县竹产业总
产值突破 190 亿元。钟永梅认为，安
吉“以竹代塑”的实践兼顾生态和经
济效益，为全球提供了中国“无废”
方案。

飞灰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细
微固体颗粒物，弥漫在空气中，对环
境造成极大影响。在“无废城市”建
设中，我市还在全省率先落地飞灰资
源化利用项目，去年全市飞灰资源化
利用率达92%以上，湖州也成为全省
唯一一个入选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基地名单的地市，德清、长兴、安
吉、吴兴相继成为省级资源循环利用
示范城市（基地）。

“无废工厂”建设中，通过“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与“资源循环”相结合模
式，废气废水达到绿色环保排放标准。 记者 施莉娜 王迅 摄

全域全域““无废无废””建设擦亮城市生态底色建设擦亮城市生态底色。。 记者记者 吴拯吴拯 摄摄

湖州市月河小学教湖州市月河小学教
育集团育集团（（吉山校区吉山校区））开展开展
废旧轮胎再利用活动废旧轮胎再利用活动。。

记者记者 王洁涵王洁涵 摄摄

用废纸箱做“服装”，让小模特进行
展示；用废弃塑料瓶盖拼成“云上草
原”字样……在“网红打卡地”安吉县
云上草原，时常能邂逅这样的“无废”
创意。“我们推出‘1168环保计划’，垃
圾分类指导员每天在景区督促、指导游
客进行垃圾分类。”景区负责人介绍，以
往每天产生垃圾3.5吨，“无废景区”创
建以来，这个数字大幅降低了。

在“无废学校”湖州爱山小学，孩
子们时常利用“缤纷课堂”时间进行垃
圾分类闯关游戏：果皮、灯管、废电池
分别要投在哪个垃圾桶；放学后，孩子
们立刻化身为家庭监督员，通过实际行
动获得“光盘卡”“垃圾分类卡”。

眼下，“无废景区”“无废学校”“无
废民宿”等一系列“无废细胞”建设正在
全域铺开，自“无废城市”建设以来，全
市已培育建成各类“无废细胞”936个。

所谓“无废细胞”是指社会生活的
各个组成单元，也是贯彻落实全域“无

废城市”建设理念、体现全域建设工作
成效的重要载体。假如“无废景区”“无
废学校”等建设给人们带来绿色生活方
式的改变，那么，“无废工厂”“无废园
区”等细胞培育，则为行业变革注入了
强劲动力。

在平台上填写信息，再选择报价最
高的运力团队接单。近日，在长兴县雉
城街道一家自行车销售及维修店，店主
黄强只用了短短 5分钟，就通过“铅
蛋”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平台
完成了废铅蓄电池的投售。“回收价格和
行情很透明，方便货比三家。”黄强说，
有了“铅蛋”平台，废旧蓄电池又能绿
色“重生”了。

“通过串联废铅蓄电池产生、运
力、回收三大重点环节，我市探索创新
智慧化监管新模式，在全省率先打造了
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新模式——

‘铅蛋’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
平台，形成废弃电池‘投、收、运、

处’一体化逆向物流闭环。”市生态环
境局土壤与固体废物化学品处处长钱宗
禹告诉记者，作为“无废城市”重要培
育单元，“铅蛋”平台已在全省11个地
市全面推广应用，推动电池回收率提高
约30%。

“铅蛋背后，是一连
串绿色工业设计的革
新。希望通过一个个

‘无废细胞’培育，
撬动绿色产品开
发、绿色工厂建
设、绿色园区
发展、绿色供
应链形成，进而
推动资源和能源
高效配置。”钱宗禹
介绍，“十四五”期
间，全市像“铅蛋”这
样的节能降碳项目已实施
了1000项。

全域“无废”带来天朗气清。 记者 吴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