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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抚州市“无废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21日

【全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6月 27日上午，生态环境部召开 2022年全国“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赵英民

主持，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分为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主会场设在生态环境部，

分会场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及开展“无

废城市”建设的城市和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抚州市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汪华辉，市生态环境局、市委宣传部、市

发改委等 21个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上，参会人员观看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总结宣传片，

赵英民副部长宣读了“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人民政府、许昌市人民政府、成都

市人民政府、无锡市人民政府、大庆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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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志分享了建设经验，黄润秋部长作讲话。

黄润秋指出，开展“无废城市”的建设既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又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大家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意

义，要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黄润秋强调，“无废城市”的建设试点工作已经形成一系列

好做法、好经验，“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的地市要坚

持好、发扬好。一是坚持高位推动。成立以市委、市政府负责

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将落实情况列入目标责任制考核，建

立工作落实机制，细化责任、任务和项目清单；二是注重系统

推进。体现在加强固体废物管理与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统筹，

注重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统筹，以及多源固体

废物协同治理统筹；三是紧扣“三化”原则落实。要做到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在建设工作中按照“三化”原则，聚焦

固体废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补齐相关治理体系和基础

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四是强化“四大

体系”建设。将制度体系、技术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一

一落实，做好“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保障；五是重视“无

废城市”培育。“无废城市”建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家要

做宣传员、参与者、推动者，不能做旁观者、局外人和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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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润秋要求，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一要系统谋划，因地制宜高质量

编制实施方案。“无废城市”的建设是“一市一策”，各城市要

因地制宜编制实施方案，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国家重

大决策部署的工作要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内在需求有机融合，

并建立清单制度，制定好废物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责

任清单；二要全面部署，不折不扣推进各领域建设任务。相关

建设城市要按照《“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总体安排，结合各地实际，扎实做好加快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促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

强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等

方面工作；三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固体废物治理模式。“无

废城市”建设是一项创新性工程，面对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

问题，大家要克服畏难情绪，在畅通堵点、理顺体制机制、强

化协同和制度集成、增强内生动力方面大胆探索、大胆实践，

同时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监管创新等方面发力

推进；四要上下联动，协同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取得实

效。各地市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整治

责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

分工明确、权责明晰、协同增效的管理机制体制，细化任务分

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狠抓工作落实，加快构建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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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格局。

会后，要求全面贯彻落实黄润秋部长讲话精神，积极学习

借鉴兄弟城市的经验做法，系统谋划、因地制宜，高质量编制

实施方案；压实责任，联动推动，全力推进抚州市“无废城市”

建设。

【抚州市成立“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领导小组】

2022年 7月 1日，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十四五”时期“无

废城市”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的

《“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环固体〔2021〕

114号）精神，抚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抚州市“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夏文勇，市委副书记、

市长高世文任组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汪华辉任副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钱平同志任

办公室主任。组建由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城管局、市

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工作专班

下设专项工作组（工作专班的职责分工等内容在抚州市“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中予以明确），负责统筹、

协调、督促落实“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相关工作。

【循环农业，串起抚州生态致富链】

11 抚州循环农业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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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在大力发展循环农业，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绿色

生态经济发展的同时，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档次。全市已建立

农产品标准生产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和养殖示

范小区面积 50多万亩，涌现出蜜橘、白莲、茶薪菇等绿色食品

39个、无公害农产品 52个、省级名牌农产品 12个。随着农业

技术的推广和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

为核心的农业复合型产业也得到发展。广昌县每年种植 8万亩

白莲，开发出荷叶茶、莲心茶、莲荷粉、莲子汁等产品，增加

了白莲产业的收入，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 1500多万元。宜黄县

利用废弃的木竹锯屑，培育生产竹荪菇。金溪县推广种植黄栀

子 15万亩，年产鲜果 1.2万吨，创产值 4500万元。黎川县采

用棉、茶籽壳废渣等废弃物培育生产菌菇，2万多农户每年生产

菌菇 1.4万筒，鲜菇总量达 3500万公斤，实现产值 1.8亿元。

21 崇仁循环农业丰产又丰收

落户于抚州市崇仁县河上镇元家桥村的江西云康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年出栏生猪数万头，猪场旁建了有机肥加工厂，

猪粪发酵后成有机肥，又可给附近山岗上大片橘树加强“营养”，

从而形成生态循环农业，有效减少农业废物。距元家村相距不

远的白陂乡赵家村，村民在附近荒山上养殖了麻鸡，为解决鸡

粪臭味难闻问题，又办起了蚯蚓养殖基地，利用蚯蚓来处理鸡

粪，使之变废为宝。近年来，崇仁县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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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猪养殖、麻鸡养殖、特色果蔬种植上做足文章，以“种养

结合、循环发展”模式，推广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资源再

利用，在减少成本的同时，维护人居环境整洁。如今，该县建

造沼气池 1.6万余座，年利用秸秆 7万吨，制造有机肥 10万吨，

生产沼气 500万立方米，有效降低农业废物排放，为农民累计

节省资金 800余万元。

31 南丰“种养”一体化做强生态循环经济

近年来，南丰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

际，通过实施“种养一体化”、培育引进一批大型现代农业企

业，不断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做强生态循环经济，有效促进无

废产业和乡村全面振兴。南丰县天农食品有限公司，140多亩的

标准化养猪厂房一字排开，自动喂料、智能温控、高压冲洗、

中央高压热水消毒等系统配置应有尽有。养猪场旁则是该公司

的 600亩精品桔园，设有悬挂式水肥喷淋系统，对蜜桔进行浇

水灌溉。该公司将生猪粪污资源进行处理后，用来浇灌桔树，

既减少了污染，又提升了蜜桔品质，实现了养猪种果双丰收。

南丰作为农业大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同时，招引

规模化生态项目融入兴业富民实践中，打造覆盖农、林、牧、

渔等全产业链的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

至目前，全县已有 34家相关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了果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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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三位一体”对接的生态农业循环模式，有效降低农业废物

排放。

抚州立足于保护绿色资源，积极培育绿色产业，按照区域

化布局，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各地主动探索多领域、多层级、

多样化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绿色生态

经济的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降低农业废弃物产出。

报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分送：各县（区）党委、政府，市发改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城

管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卫健委，市交通运输局，市统计局，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市教育体育局，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市供销社，市政府金融办，市邮政管理局。

抚州市“无废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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