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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创城办〔2020〕5 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通知

泰山区、岱岳区，泰安高新区、泰山景区、泰安旅游经济开发

区、市徂汶景区创城办，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19095-2019）规定，现将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相关术语

界定进行更新明确。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

附件：1.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术语界定

2.泰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泰安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9 日

泰安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 件
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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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术语界定

一、生活垃圾的定义

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

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

的固体废物。

不适用于园林绿化垃圾、动物尸体、病媒生物、医疗垃圾、

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工业垃圾、危险废物等

其他固体废物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控地区产生的垃圾。以

上非生活垃圾应先行从生活垃圾中分流出来，严禁混入生活垃

圾收运系统。

二、生活垃圾分类类别

生活垃圾分类的基本类别为：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

收物和其他垃圾。其中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属于强制分类范围。

1、有害垃圾

表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灯

管、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

2、厨余垃圾

表示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等。

3、可回收物

表示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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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织物等。

4、其他垃圾

表示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外的生活垃圾。

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要求

1、技术要求

收集容器：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应当密闭、无洒漏，并与当

地收运方式、设备相匹配。

2、容器规格

室外收集容器容积建议选择 120L、240L 和 660L 的塑料桶，

室内收集容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配使用。

3、桶体颜色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宜使用红色，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宜使用

绿色，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宜使用蓝色，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宜使

用黑色。

现有的不同颜色垃圾收集容器可配合新标志继续使用，再

次更换时需按规定颜色配置。

4、分类标志

收集容器正面（翻盖口下）中央位置，按分类要求张贴符

合泰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志，标志大小与收集容器相匹配，

分类标志为防水材料印刷，粘贴应平整、无气泡。

新标志可在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官网的“垃圾分类专栏”进

行下载。

四、城区界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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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泰政办函【2014】44 号《关于明确泰城城市管理工作

分工的通知》文件规定：泰城城市管理范围为东起博阳路、西

至京台高速公路，北起环山路（含界首至环山路段、碧霞大街

段）、南至泰新高速公路的闭合区域。

高新区城建范围：龙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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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泰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简版）

序

号
场所 地点

分类

体系
分类设施

公示、告

知宣传栏

宣传

氛围
志愿宣传 督导员台账

备

注

1 社区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集中

收集点设

置 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分散投

放点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
无 无 无 无

2 小区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集中

收集点设

置 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分散投

放点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收集容器
无 无 无 无

3
各类办

公场所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或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无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集中收

集点

（站）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可回收物收集

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四分类

（有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4

市级、

区级主

次干道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集中

收集点设

置 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道路

两侧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无 无 无

5
商业

大街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集中

收集点设

置 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道路

两侧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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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背街小

巷

集中收

集点

（站）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每条街巷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7 公园

园内道

路、休息

点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树挂、

地插等

开展宣传

活动
无 无

8
公共广

场

广场内

道路、休

息点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树挂、

地插等

开展宣传

活动
无 无

9
各类

学校

办公教

学区域
二分类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小型分类收集

箱或分类果皮箱）

集中收集

点设置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无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食堂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10
宾馆

饭店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厨房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无 无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11
小餐

饮店
投放区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自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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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型商

场超市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13

200㎡

-2000

㎡商场

超市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14
实体

书店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无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面客

区域
三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

无
开展宣传

活动
自管

15
农贸

市场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无

销售

区域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无

16
五小

门店

中小

餐馆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无 自管 无
其余经

营场所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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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各类公

共场馆

集中收

集点

（站）

三分类

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可回收物收集

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18
交通

场站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19
景区

景点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餐

厅）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或分类果皮箱）

无 无

20
窗口

单位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餐

厅）或

三分类

（无厨

余垃

圾）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据实配备）、

其他垃圾、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面客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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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交车 车内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

无
营造宣

传氛围
无 无 无

22 医院

行政办

公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

无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

餐厅 二分类
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收集容器
无 无

室外集

中收集

点（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至少设置 1

处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室外公

共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

无 无

23
公交

站点
候车亭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营造宣

传氛围
无 无 无

24

乡镇主

要街道

（建成

区）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收集

点设置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道路

两侧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果皮箱）
无 无 无 无 无

25

行政村

（建成

区）

集中收

集点

（站）

四分类

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

每个收集

点设置1处 制作张

贴宣传

海报

开展宣传

活动并入

户宣传

每个集中

点（站）

配备 1名 建立

台账

据

实

设

置办公

区域
二分类

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小型分类收集

箱或分类果皮箱）

无 无

备注：1、严禁将园林绿化垃圾、动物尸体、病媒生物、医疗垃圾、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大

件垃圾、工业垃圾、危险废物等其他固体废物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控地区产生的垃圾混投至生

活垃圾收集容器内。

2、基础台账内容：设施、人员、分类垃圾产量、投放收集运输责任主体作业形式时间、各

类相关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