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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沪电信职院〔2020〕83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工业

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职能部门：

现将《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读、遵照执

行。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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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

为提高我校师生的生活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意识，构建全员参

与、统筹管理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

作的通知》精神，学校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以推进美丽校园

和上海“双一流”高职院校的建设。

一、工作原则

1.育人为本，全员参与。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以生态育人为

核心，全面做好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和校园建设等各项工作。落实好

各二级单位的主体责任，强化干部、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全校师

生逐步养成主动分类投放的习惯，形成全校全员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

良好氛围。

2.完善机制，创新发展。建立校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贮存、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做好与收运作业单

位在分类垃圾的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等环节的衔接，形成完

整、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

3.协同推进，有效监管。加强校内各部门联动，建立由各二级学

院、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协同配合工作机制。建立“软

引导”与“硬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机制，强化宣传、引导、监管

职能，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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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专业，培育特色。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牢

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结合我校专业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品

牌活动项目。

二、工作目标

建成制度完善、技术先进、高效协同，与我校“双一流”建设发

展定位相适应的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现各校区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师生员工全员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分类质量明显提升；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

工作；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实现校内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三、管理机制

1.强化组织领导。在校党委领导下，成立我校垃圾分类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对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负责指导、

部署、协调本校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垃圾分类推

进工作组，具体负责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推进工作办公室设在后勤保

障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2.落实主体责任。学校是开展校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与贮

存的责任主体，负责制定完善有关工作制度，梳理工作清单和责任清

单，明确内部管理岗位和职责，落实专门人员。建立由学校办公室、

宣传部、工会、学生处、人事处、教务处、团委、后勤保障处以及各

二级学院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

3.加大经费投入。保证校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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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专项经费，添置、更新相关设施设备、垃圾收运、垃圾处置项目

建设，保障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实施。

4.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宣传部要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

引导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和采取多样形式来树立垃圾分类的理念；积

极推广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良好的校园氛

围。

5.垃圾分类融入教育教学。教务处负责，各二级学院组织落实，

将垃圾分类知识及方法创新纳入教育教学活动。在新生入学教育、日

常劳动教育中融入相关内容，强化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结合专业开

展发明创造，创新设备设施、工作方法等并在校园实际中应用。

6.开展绿色校园文化活动。学生处、团委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

样、效果显著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活动,将垃圾分类融入大学生综合

素质教育内容之中，组织学生参与垃圾分类活动。结合我校特点，开

展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活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各二级学

院可以通过主题班会、演讲征文、知识竞赛、现场交流等形式，组织

学生开展丰富多彩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科普知识，营造倡导绿色

校园良好环境。

工会、人事处、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广大教师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发挥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各二级学院按照自身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各自负责所管辖范围内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工作的具体落实与日常监

督管理，及时报送材料，强化月度考核。

7.强化监督管理。垃圾分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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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制度及相关管理办法的制定，部署、协调垃圾分类工作实施。垃

圾分类推进工作组负责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工作的组织推进、指导和监

督管理。后勤保障处作为学校推进校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专职

部门，负责全校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学生处负

责对学生宿舍等生活垃圾的源头进行检查、监督和管理，并将检查结

果每月报送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组。后勤保障处要按照《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全校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的

管理监督和检查。

全校师生以及物业、绿化、食堂、教育超市等外包单位工作人员

都应履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义务，自觉遵守本办法，共同维护整洁有序、

绿色生态的文明校园环境。若发现校内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

向后勤保障处综合科举报、投诉。后勤保障处综合科接到举报、投诉

后，及时汇总上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后勤保障处和物业公司配合做好与所属地环保部门的衔接。针对

定期检查的反馈结果及时整改，并向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汇报、在全校范围内公布有关信息。

四、具体要求

1.规范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与贮运工作

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

四分类标准。各二级单位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

高校垃圾分类指南》精神，做好垃圾分类标准的知识普及教育工作。



6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按照下列规定设置：

教学园区和生活园区（包含食堂、教育超市）的部分公共区域设

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户外运动场、

道路、广场、绿化带等公共场所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食堂后厨的废弃油脂不属于生活垃圾范畴，应单独设置收集容

器，容器的数量应与其产生量及处置方式相匹配，严禁与生活垃圾混

装。

学校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添置改造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鼓励校

内各二级学院根据各自专业需求和教学实际情况，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要求添置垃圾收集容器，并可进一步细化设置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

收集容器。

2.规范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校内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根据《上海高校垃圾分类指南》投放

生活垃圾，并符合下列要求：

（1）可回收物投放要求

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投放时，应尽量保持清洁干

燥，避免污染，立体包装物应清空内容物，清洁后压扁投放；易破损

或有裹尖锐边角的，应包裹后投放。

（2）有害垃圾投放要求

有害垃圾投放时，应注意轻放。易破碎的及废弃药品应连带包装

或包裹后投放；压力灌装容器应排空内容物后投放。

（3）湿垃圾投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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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易腐垃圾，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湿垃圾应从生产时就与

其他品种垃圾分开收集。投放前尽量沥干水分，有外包装的应去除外

包装投放。

（4）干垃圾投放要求

将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投入

干垃圾收集容器，并保持周边环境整洁。

物业公司作为学校日常管理的服务部门，应当配合执行学校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全面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设置摆放、生

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贮存和联系外运处置单位及时清运等工作。

3.规范做好实训室废弃物等其他垃圾处理工作

教务处、后勤保障处以及各二级学院要对教学和实训中产生的垃

圾加强日常管理。特别是含有有害、危险成分的废弃物垃圾必须分类

收集、贮存和处理，严格区分教学和实训中产生的日常生活垃圾和有

害垃圾。对日常生活垃圾，做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促进减量化、

资源化。

对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危险废弃物，及时安全有效清理、重

点管控（对废弃物的收运、贮存、交接及处置等做好台账记录）。此

类废弃物设置专门的贮存场所（设施），张贴醒目标识，不得露天堆

放，防止二次污染。这类废弃物须交由具有处理有害、危险废弃物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建立交接登记制度，严格执行有害、危险废弃物

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校内基建、零星维修产生的建筑垃圾由施工单位参照行业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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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筑垃圾处理工作，基建处、后勤保障处和物业公司对施工单位建

筑垃圾清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奖惩

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部门和个人年度考核。

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垃圾分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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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垃圾分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田 钦、杨秀英

副组长：张 涛、徐德明

组 员：李 旺、谌明举、邵 菁、栾文飞、宋长海、蔡林洁、

周玉霞、单 贵

领导小组下设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组：

组 长：徐德明

副组长：单 贵

组 员：李 旺、谌明举、宋长海、栾文飞、周玉霞、邵 菁、

蔡林洁、各二级学院（中专部）党政负责人

以上成员如有变动，由所在部门接任人自然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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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 7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