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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成绩单”

扬帆起航新征程

凝心聚力谱新篇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城市品质

大提升助力“强省会” 行动

毅笃行向未来，踵事增华再出发。

2022年，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全力推进“强省会” 行动，按照“四主四市” 发展思路，围绕

“四新” 主攻“四化” ，深入推进“一圈两场三改” 和农村“五治” 工作，以

实施背街小巷改造、垃圾分类攻坚、公厕改造提升攻坚、农村治垃圾等方面

工作为主抓手，不断推进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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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引导力度 强化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B

今年，贵阳市继续按照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大对市民

群众的教育引导力度， 加快推动分类投

放，抓好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的各个环节， 加快推动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建设，逐步关闭现有垃圾填埋场。

为此， 今年将持续开展入户宣传，实

施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桶前值守”

工作， 建设 13 座大中型生活垃圾分拣中

心，建成乌当区厨余垃圾处置项目，全市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提升至 4700吨 /日。

强化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利用大

型广告牌、LED 电子大屏、高杆、灯杆道

旗、 绿化景观小品等持续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引导，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以街道

办事处为单元，充分发挥居委会、物业管

理、业委会的作用，广泛招募社区党员、

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宣传， 通过反复上

门、逐户覆盖，不断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

意识，养成分类习惯，切实达到动起来、

学会分、坚持做的效果。

持续打造垃圾分类示范点。 以“干

湿分类” 为重点，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居民小区全覆盖，在机关单位、

医院、学校打造分类示范机构 100 个。

规范投放设施和提升投放质量。 规范

家庭、居民区、单位、公共场所、农贸市场

和餐饮服务店（点）的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设置；推行居民小区“撤桶并点” 、“定时

定点” 投放、“桶前值守” ，引导规范居民

的投放行为，提升分类投放准确率。

健全收运体系。“干湿垃圾” 由环卫

市场化企业、厨余（湿）垃圾专业收运企

业承担分类收运处置工作； 可回收物规

范清理回收网点和分拣站， 做到标识规

范、台账清晰；有害垃圾实行以量计价，

由属地政府或产生单位付费的方式进行

签约收运。

加快垃圾分类终端建设。 确保今年

全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提升至 4700 吨 /

日。 同时，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餐

厨）垃圾、其他垃圾形成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闭环运行。

推进部门联动。 按照“管行业就要

管垃圾分类” 的原则，推动贵阳贵安各

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严格履行垃圾

分类义务和责任，既要自扫“门前雪” ，

也要落实垃圾分类主体责任。

补齐公厕短板 今年新建 33 座公厕

C

在城市的发展中， 公厕已经成为不

可缺少的部分。 公厕既是社会公共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文

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2020 年，贵阳市“厕所革命” 三年行

动已全部完成， 这不仅使贵阳市公厕的

整体功能得到全面提升， 还新建了一批

智慧化公厕。 今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

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部署，结合“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 指标体系，市综合行政

执法系统将实施公厕改造提升攻坚战。

在这项工作中，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

对照“一圈两场三改” 标准，按照“15 分

钟生活圈步行 5 分钟如厕体验，原则上一

个圈内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4座环卫公厕”

的要求查缺补漏。通过“新建一批、改建一

批、提质一批、开放一批” 公厕，全面提升

我市的公厕管理水平和城市形象。

其中，今年将新建 33 座公厕。 新建

公厕的地点优先考虑商业文化街、 集散

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 同时， 还将以提

高厕位供给量和提升公厕管理质量为重

点， 对全市现有 624 座环卫公厕、1071

座配套公厕进行提质改造、规范管理，确

保公厕“布局合理、数量充足、功能完

善、品质达标、管理精细” ，实现“标准

化、网格化、规范化” 管理，补齐环卫设

施短板，提升市民的如厕体验。

D

推进农村“治垃圾” 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

近年来，贵阳市把农村“五治” 工作

作为保障农村民生工作的关键， 不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好转， 着力提升群

众的幸福指数。其中，贵阳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作为“五治” 中“治垃圾” 的主管部

门，出台了《贵阳贵安农村“治垃圾” 工

作实施方案》，以“干湿分类” 为基础，

采取 “五点减量法”（即煤渣灰土埋一

点、可腐垃圾沤一点、可回收物卖一点、

有害垃圾收一点、 其他垃圾运一点）模

式，对农村生活垃圾实施分类减量、规范

管理，建立减量责任机制，确保 2022 年

农村外运垃圾减量 50%， 干湿分类实施

全覆盖。

今年， 贵阳市将通过推行农村生活

垃圾“干湿分类” 、实行农村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收储、 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

作责任机制等措施， 开展好农村垃圾治

理工作。

在湿垃圾处理上， 农户产生的厨余

垃圾、 果皮、 树叶、 畜禽粪便等可腐垃

圾，可喂养畜禽或沤肥还田；办红白喜事

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实施专门收运处置。

在干垃圾处理上，农户家中产生的煤渣、

灰土等自行就近用于房前屋后填坑补

路，乡场、村寨的灰土、砂石，可作为填

埋修路覆盖层原料就近利用； 农户收储

的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按照“一村一

点、一镇一站” 建立回收网络进行收运；

白色垃圾、 包装盒及一次性餐盒等其他

垃圾在村收集点集中后， 通过现有的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进行处置。

民生为本 今年继续推进 500 条背街小巷改造

A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背街

小巷改造工作， 把其作为优化城市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

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在背街小巷

改造中，以工程性改“差” 为切入点，通过

工程性改造提升，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背街小巷脏乱差问题，让背街小巷改出

成效、改出新面貌，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家门口提档升级。

今年， 贵阳市继续开展背街小巷改

造工作，在去年完成 360 条的基础上，再

改造 500 条。 今年的 500 条街巷将突出

功能完善， 优先解决道路无排水、 无路

灯、无硬化、无公厕、井盖沉降等问题。为

了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改造工作将邀

请专业院校、专业人员，编制一街一策改

造规划，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举行

坝坝会等方式， 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改哪里，怎么改，群众说了算。今年

的背街小巷改造还将注重体现街巷的历

史和故事， 为街巷注入更多历史文化元

素和特色。 同时，每条改造的街巷聘请 3

名义务监督员全程参与设计、施工、验收

和管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 文 周永 郑雄增 石照昌 / 图

环卫工人休息室新建（改建）100 个。 各区（市、县）已完成新建

（改建）环卫工人休息室 105 个。 建成投用贵安城镇公厕 10 座。

实现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

置 8.5 万余个，实现建成区分类投放设施全覆盖；建设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社区 41 个，已签订分类承诺书 10 万余份，在示范社区内开展宣

传活动 460 余次；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力 1200 吨。

完成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治理 360 条，打造出西湖巷、体育路等各

具特色的背街小巷示范街 70 条。

新增城市绿地 100 万平方米。 各区（市、县）依托区域内重点项

目强力推进，全市累计完成新增城市绿地 105.81 万平方米。

全市共查处违法违章建筑案件 8990 起，拆除 298.78 万平方米。

以“门前三包” 为抓手，提升街面市容秩序。 全市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共完成“门前三包” 行政处罚案件 1221 起，罚款总计 23.7 万余

元，警告处罚 811 起，下达整改 986 起。

以整治严重影响城市品质的脏乱差问题为重点， 建立健全常态

化督查考核机制，并以发现、整改问题为工作切入点，跟踪督办落实，

建立奖惩机制，对巩固提升常态化工作实行责任追究、表彰激励等，

调动和强化全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的工作执行力， 为巩固提升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贡献城管力量。

2022年重点工作

持续推进 500 条背街小巷改造。 按照“市统筹、区实施” 的原则，

确保实现街巷环境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安全宜居。

实施垃圾分类攻坚战。 持续开展入户宣传、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

放、桶前值守工作，建设 13 座大中型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建成乌当区厨

余垃圾处置项目，全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提升至 4700 吨 / 日。

实施违法建筑攻坚战。 从重从严整治全市建成区范围内侵占公

共空间的乱搭乱建违法违规行为，对重大建设项目、产业园区、水源

保护区、铁路沿线等区域内的存量违法建筑进行综合整治；重点拆

除和处置城区主要区域及 500 条背街小巷、40 个老旧小区、96 个棚

户区范围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侵占公共空间及影响城市景观的违

法建筑物。

实施公厕革命攻坚战。新建 33 座公厕，并对全市现有 624 座环卫

公厕、1071 座配套公厕进行提质改造、规范管理。

开展农村“治垃圾” 工作。今年农村外运垃圾减量 50%，垃圾干湿

分类实施全覆盖。

工作人员在

给市民讲解智能

分类垃圾箱的使

用方法。

改造后的新添大道

南段 604 号支巷。

精细化的绿化管护，让花冠路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