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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地区最大
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日均

发件量约 2000 万件，快递行
业的绿色治理不容忽视，也是

义乌市创建“无废城市”的当下
之急。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不符合绿色
包装的产品投入，义乌相继推出了

循环纸箱、瘦身胶带、电子面单等“绿
色举措”，制定了《义乌市 2021 年度推

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工作方案》，积极推
进快递包装“瘦身变绿”。目前各大快递
品牌均使用了循环中转袋，今年新增循
环中转袋 76.3 万件，假设每个能使用 15
次，相当于节约了1144.5余万个一次性编
织袋的使用量。

快递行业的绿色转型是整个义乌市推
动“无废城市”创建的缩影。

在生活垃圾处理领域，2019 起，义乌
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攻坚战，推行“两定四
分”分类模式，从城镇到农村、从点位建设
到体系建设，不断扩大和提升垃圾分类的
知晓率、参与率和分类准确率，累计建成投
运“两定四分”点位1398个，全面落实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专人管理，实现小区全覆
盖，被评为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优秀县
（市、区）。

在工业固废领域，义乌狠抓工业垃圾分类减量与
规范化处置，首创体系“全覆盖”、企业“全 纳管”、利用

“全品类”、数字化“全管控”、执法“全从严”的工业垃圾
“五全制”管理新模式，实现工业垃圾产废单位全纳管、
工业垃圾规范化处置全覆盖。

除了工业、生活等领域，义乌还建立完善实验室废弃
物统一收运体系以及有机肥替代化肥推广财政补贴政策
机制，尽可能为“无废城市”创建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着墨绿色，义乌正在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
发展绘就浓重底色。从一群人的习惯改变、老百姓的积
极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内核之变、绿色生态生产方式的
形成，朝着全域“无废”目标，义乌正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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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无废城市”吗？加了这个
“帽子”的城市有啥不一样？最近，在谈及义
乌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时，不少义乌市民
向记者提及了一个新词——“无废城市”。
“说是新词其实也谈不上，只是真正了解的

人还不太多。”家住稠江街道的金先生举例说，在
稠江街道，欧景花园的居民自觉将垃圾分类投放到
投放区，“3.0版”的投放点干净无异味；在苏溪镇的

“快递纸箱共享站”，每次取完快递，可以现场拆封把纸
箱留下继续循环使用；在后宅街道，易腐垃圾运送到曹村
生活垃圾机械处理站，处理后的有机肥免费供应给农户用于
花卉苗木种植，绿色又环保……这两年，如火如荼开展的“无废
城市”建设，让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义乌的不断变化。

很多人将“无废城市”理解为没有
固废产生的城市，其实并非如此。记者
从生态环境部门了解到，“无废城市”是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固体废物产生量最
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安全处置、环境影
响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发展过程中，垃圾如何得到妥
善处理，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拥有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来自
世界各地 200 多万人口在此生活的
义 乌 ，固 体 废 弃 物 的 减 量 化 、资 源
化、无害化始终牵动人心。2020 年，
义乌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集聚全
市之力，启动“无废城市”创建，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
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义乌
科学布局生活垃圾、工业固废、建筑
垃圾、危险废物、农业废弃物等五
大类固废收运网络，投资43.5亿

元建成固废收运、处置等项目41个，固废
综合利用及处置能力增加近 300 万吨
……一系列举措正在为义乌“无废城
市”建设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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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并不
是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降低
固废产生、有效利用固废、消
除固废对环境的影响，保证良
性循环。”义乌生态环境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义乌已经建立

“1+13+X”工业垃圾统收统管体
系，建成1个工业垃圾信息化管理平
台、13个各有特色的镇街工业垃圾分
拣中心，将1万余家企业纳入“统收统
管”范围。此外，义乌还实现了生活垃圾

“全量焚烧”、危废和污泥产废单位“全面
纳管”、建筑垃圾“全程严控”、农药废弃
包装物“全链回收”，基本实现“产废无增
长、资源无浪费、设施无缺口、监管无盲
区、保障无缺位、固废无倾倒、废水无直
排、废气无臭味”。

在 60 米的烟囱上喝咖啡是什么感
觉？走进位于义乌赤岸镇的华川垃圾
焚烧发电厂，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建筑
映入眼帘，镂空的外墙在错落的灯光
下，犹如一片意境绵长的山水图，而所
谓的观景台，更是一根连“白烟”都看不
见的烟囱。

随着义乌城市的发展，原来的垃圾
焚烧发电厂已不满足需求。为此，义乌
投资 16 亿元，在原厂基础上改造提升成
一座“花园式”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

力达到3000吨，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同时，充分利
用富余焚烧处置能力，启动已填埋陈腐垃圾回炉焚烧
处理。投资2.5亿元建成日处理能力230吨的餐厨垃圾
再生资源利用中心，实现餐饮垃圾、厨余垃圾和地沟油
协同处置。2020年，分离产出毛油2300余吨，餐厨垃圾
资源化利用基础进一步夯实。

此外，为了更好地促进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义乌还着力打造城市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基地，共设立
总部大楼、造纸区块、印染区块、污水处理、污泥处置、
炉渣利用、垃圾焚烧、塑料造粒和化纤厂、大件垃圾堆
放、再生资源利用十个区块，推动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
施统筹集约化，产生新兴经济增长极的同时，共造环境
效益与社会效益多方共建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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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的创建，关系每个人的生
活和未来。

为发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积极参与，
义乌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无废城市”创建
宣传，深入企业村社开展宣讲服务，学校通
过开展“光盘行动”、牛油纸包书皮等活动，
共同营造良好的“无废城市”创建氛围……

“如果把城市看作人体，社区、学校、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每一个个体都
可以看成是细胞。‘无废城市’建设就是
从小处着手，首先建设一个个‘无废细
胞’，进而建设‘无废城市’，最终形成‘无
废社会’。”义乌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无废细胞”则是指社会生活的
各组成单元，主要包括工厂、园区、乡村、
镇街、学校、医院等。

自今年 5 月启动“无废细胞”建设以
来，义乌已完成66个“无废细胞”单元的创
建工作，无废工厂、无废学校、无废医院、无
废工地、无废景区……正是一个个“无废

细胞”的积极参与，汇聚起了义乌争创
省级“无废城市”的强大力量。接下

来，义乌还将创建样板进一步推广，
同时加强“无废文化”宣传，以“无

废细胞”创建为契机，让市民进
一步了解“无废城市”的概念，

积极践行“无废城市”工作理
念，全面提升公众参与度和满意度，最

终形成覆盖全社会、全民参与的“无
废城市”运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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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转运点

义乌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中心

义乌市垃圾焚烧厂

镇街工业垃圾分拣中心

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动人色彩

义乌 建设蹄疾步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