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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

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加强农村生活垃圾

管理，规范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建设是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打造美丽乡村的重要环节，是改善农村环境的有力举

措，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

作。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利用、处理，

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方式。”2019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辽宁省农

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科学确定

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积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有组织培育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加快完善垃圾处理设施设

备，完善垃圾处置体系运行机制。

为了规范辽宁省各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

积极响应国家和辽宁省的有关政策要求，受辽宁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委托，特编制此规划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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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的编制，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辽宁省各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规划的编制。

1.3 规划重点

落实辽宁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中确定的

任务及要求，制定辽宁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的建设

计划和工作重点，指导垃圾收运处置基础设施设备布局，对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的各项规划任务做出具体安排。

1.4 规划依据

辽宁省各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应符合国

家和辽宁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并与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居民点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

划、生态规划等相关规划相协调。主要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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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6) 《城市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7)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T50337-2018）

(8)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9)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

(10) 《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7-2009）

(1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1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

(13)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9-2010）

(1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16）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16)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19095-2019)
1.5 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尊重民意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应量

力而行，反对增加农民负担。

2.大类分流，职责清晰。

科学区分农村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其他废弃

物，严禁秸秆、工业废弃物等其他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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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体系。加强部门协作和联动，形成分工明确、高效有力

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农村各类废弃物治理工作。

3.因地制宜，立足实际

根据地理、民俗、经济水平和农民期盼，科学制定不同

类型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规划导则方案，集中力量解决

突出问题。切忌照抄照搬、模式化、一刀切。

4.规划先行，统筹城乡

学习借鉴先行地区经验，坚持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通

过试点示范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带动整体提升。科学

编制垃圾处理设施布点规划，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考虑城乡垃

圾处理问题，探索和建立科学的城乡垃圾处理体系。

5.政府引导，自主管理

探索和建立村民自主管理的长效机制，引导农民自觉参

与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巩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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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内容

2.1 基础资料收集

2.1.1 人口数量统计

各地应以镇或乡为单位分别统计规划基准年城镇人口

居民数和农村人口居民数。统计表格见表 1：

表 1 规划基准年城镇人口数和农村人口居民数统计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农村人口数（万人） 城镇人口数（万人）

XX市（县）
XX镇（乡） XX XX

XX镇（乡） XX XX

......

2.1.2 基础设施现状

各地应以镇或乡为单位分别统计规划基准年垃圾转运

站数量、设计规模、垃圾运输车辆数量、运输能力以及该地

区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处理工艺、规模、服务范围

等信息。统计表格见表 2、表 3：

表 2 规划基准年农村垃圾收运设施统计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转运站数

量（个）

转运站总规模

（吨/日）

运输车辆

（辆）

车辆总运输

能力（吨/日）

XX市（县）
XX镇（乡） XX XX XX XX

XX镇（乡） XX XX XX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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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规划基准年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统计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处理设施

名称
处理工艺

设计规模

（吨/日）

服务

范围

填埋库容

（万立方米）

服务年限

（年）

XX市

（县）

XX镇

（乡）
XX XX XX XX XX XX

XX镇

（乡）
XX XX XX XX XX XX

......

注： 1、无害化处理设施处理工艺包括卫生填埋、堆肥、焚烧等；

2、填埋库容仅采取 “卫生填埋 ”处理工艺填写。

2.2 垃圾处理模式的确定

2.2.1 垃圾处理模式分类原则

1.集中处理模式

这种模式以县及县级市为单元，全县建设一座垃圾处理

场，各乡镇建设一座或几座垃圾转运站，负责收运镇区及镇

域内村屯的垃圾，经压缩后运至县垃圾处理场进行统一处

理。特殊盘锦等地由于本地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

采取将农村垃圾直接运往市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

集中处理即通过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 的

方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到县垃圾处理场统一处理。

2.区域集中处理模式

这种模式以县域为基础，以乡镇为单元，在全县域内布

局几个垃圾处理场，以垃圾处理场为中心，周边乡镇内的垃

圾就近送至垃圾处理场处理，偏远乡镇可以设置垃圾转运

站，将垃圾压缩后转运至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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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集中处理即通过 “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转运）、

镇处理 ” 的方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到县建设的乡镇垃圾

处理场统一处理。

3.分散处理模式

这种模式基本以乡镇为单元，一镇（乡）一场，各自负

责本镇域内的垃圾处理。

分散处理即通过 “户分类、村收集、村运输、镇（乡）处

理 ” 的方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到镇（乡）垃圾处理场统一

处理。这种模式属于就地处理的一种模式，应该遵循 “因地制

宜、一镇（乡）一策 ”的原则。

2.2.2 垃圾处理模式确定原则

辽宁省各市需考虑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相关

因素，合理选择垃圾处理模式。经济条件较好、地理环境较

为集中、地形平坦、收运半径小于 20km 的宜采取集中处理

模式；经济条件较好，收运半径小于 50km 的宜采取区域集

中处理模式；经济条件较差，收运半径大于 50km 的宜采取

分散处理模式。

2.3 垃圾处理规模的确定

2.3.1 垃圾产量预测

垃圾产量预测采用人均垃圾产生量预测法，城镇人口人

均垃圾产生量可按 1.0 千克 /人日，农村人口人均垃圾产生量

可按 0.45 千克 /人日考虑。统计表格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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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生活垃圾产生量（吨/日）

XX市（县）
XX镇（乡） XX

XX镇（乡） XX

......

2.3.2 处理设施设备需求分析

（1）转运站规模确定

明确现状转运站总规模，计算垃圾收运转运站缺口规

模。统计表格见表 5：

表 5 农村生活垃圾转运站设施规划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生活垃圾产生量

（吨/日）

现状转运站总规模

（吨/日）

转运站缺口量

（吨/日）

XX市

（县）

XX镇

（乡）
XX XX XX

XX镇

（乡）
XX XX XX

......

（2）转运设备确定

根据本地区的垃圾处理模式、垃圾产生量、垃圾运输车

辆的工作频率及收运范围计算现有垃圾运输车辆的数目及

规格是否满足农村垃圾收运要求，如不满足应将填写统计表

格，统计表格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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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垃圾运输车辆规划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现状垃圾运输

车辆运输能力

（吨/日）

垃圾运输车

辆缺口运输

能力（吨/日）

规划补充运输

车辆（辆）

规划补充运输

车辆总运输能

力（吨/日）

XX市（县）
XX镇（乡） XX XX XX XX

XX镇（乡） XX XX XX XX

......

（3）无害化处理设施规模确定

明确垃圾产生量与对应区域的现状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总规模，计算该地区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缺口数量，统计

表格见表 7：

表 7 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表

市县名称 乡镇名称

现状无害化处理

设施总规模

（吨/日）

垃圾产生量

（吨/日）

无害化处理设

施缺口量

（吨/日）

XX市（县）
XX镇（乡） XX XX XX

XX镇（乡） XX XX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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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垃圾处理流程

2.4.1 户分类

建立农村垃圾分类体系，合理确定垃圾桶设施数量及位

置，使垃圾得到分类投放。垃圾分类及垃圾桶数目及位置要

求如下：

（ 1）应根据所在区域环境卫生要求，结合垃圾特性和

处理方式选择垃圾分类方法。农村生活垃圾目前可分为厨余

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种类型，每种类型

生活垃圾主要组成及分类如下：

表 8 生活垃圾主要组成及分类

垃圾类型 垃圾内容

厨余垃圾

①家庭生活、乡村酒店、民宿、农家乐、餐饮店等产生的厨

房垃圾。

②农贸市场、村庄集市、村庄超市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

肉、肉碎骨、蛋壳、畜禽产品内脏等有机垃圾。

③农民庭院农作物秸秆、枯枝烂叶、谷壳、笋壳和庭院饲养

动物粪便等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垃圾。

可回收物

①报纸、打印纸、图书、杂志、烟花爆竹包装纸等废弃纸质

品。

②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等废塑料制品。

③废金属器材、易拉罐、罐头盒等废金属物。

④用于包装的桶、箱、瓶、坛、筐、罐、袋等废包装物，以

及饮料纸包装、泡沫塑料泡罩包装、牙膏化妆品软管、烟箔

纸、方便面碗和纸杯等废弃纸塑铝复合包装物。

⑤干净的旧纺织衣物和干净的各类纺织纤维废料等废旧纺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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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音响、收音机、

计算器、手机、打印机、电话机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⑦各种玻璃瓶罐、碎玻璃片、镜子、暖瓶等废玻璃。

⑧旧轮胎、旧密封圈和橡胶手套等废弃橡胶及橡胶制品。

⑨桌、椅、沙发、床、柜等废旧家具。

有害垃圾

①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弃药品及其包装物。

②废弃的生活用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③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

④废胶片及废像纸。

⑤废荧光灯管。

⑥废温度计、血压计。

⑦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

⑧电子类危险废物等。

其他垃圾

除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生活垃圾。如：

不可降解一次性用品、塑料袋、卫生间废纸（卫生巾、纸尿

裤）、餐巾纸、普通无汞电池、烟蒂、庭院清扫渣土等生活

垃圾。

（ 2）厨余垃圾可选用以下两种简易堆肥方式进行堆肥

处理：

表 9 农村垃圾简易堆肥方式

堆肥方式 具体内容

庭院式简易堆肥
指在庭院或农田中将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垃圾集

中堆放处理，并自然发酵的过程。

集中式简易堆肥

有适当的规模，具有进场垃圾预处理，有机成分

发酵、堆肥产品与残余物分离、产品储存及加工

等功能。

（ 3）可回收垃圾纳入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有效减少需外运处置的农村生活垃圾量和

外运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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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毒有害垃圾单独收集，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妥善

处置。

（5）垃圾桶（箱）的设置宜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确定。

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在每户人家门口设置一组分类

小垃圾桶，以便村民倒垃圾并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设置公共分类垃圾桶，对于比较

集中（或人口较密集）的农村居民区段，一般 20-30 人设置

一组或多组分类垃圾桶（箱），服务半径在 100 米左右，垃

圾桶容积应结合服务范围内居民数量及收运频率进行确定，

具体放置地点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对于居住分散的农

村居民区段，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垃圾桶（箱）的数量及位置。

2.4.2 村收集

建立农村垃圾收集体系，合理确定保洁人员数量、工作

范围及安排、垃圾收集车数量及清扫工具数量。具体要求如

下：

（ 1）各地应按实际情况，组建清扫、收集保洁队伍。

原则上执行每 400 人至少 1 名保洁员的配备标准。

（ 2）保洁员负责清理垃圾桶（箱），并利用垃圾收集

车将垃圾集中至村屯垃圾收集点。采用集中治理模式的，应

将垃圾送到垃圾转运站，采用区域集中治理模式和分散治理

模式的应将垃圾送到垃圾处理场填埋或采用其他方式处理。

（ 3）各地应为保洁员配置专用垃圾收集车，垃圾车应

以机动三轮车为主，可配置人力三轮车辅助。每辆机动三轮

车服务人口可达到 400 人，服务半径 2.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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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洁员需要配置垃圾保洁、收集时的清扫工具，

如扫把、铁锹等，每辆垃圾收集车应配备 1 套垃圾清扫工具。

2.4.3 收集点

合理确定垃圾收集点数量、容积及位置。具体要求如下：

（ 1）每个村屯建立 1 个或 1 个以上的垃圾收集点，收

集点应尽可能密闭化、容器化。

（2）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0 公里。

（ 3）垃圾收集点的面积应根据各村镇实际生活垃圾产

生量和收运次数计算确定。

（ 4）垃圾容器的容量和数量应按使用服务的人口、垃

圾日排出量、种类和收集频率计算。垃圾存放容器的总容量

必须满足使用需要，垃圾不得溢出而影响环境。垃圾日排出

量及垃圾容器设置数量的计算方法应符合《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 5）收集点的选址，应符合方便居民投放、方便人工

收集、利于机械化收运作业，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不影响

村容观瞻、靠近公路等要求。

2.4.4 镇转运

对于需要设置转运站的乡镇，要求建立农村垃圾转运体

系，合理确定转运站位置、数量及规模。具体要求如下：

（ 1）由转运工人负责将转运站收集的垃圾运输至垃圾

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运输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封闭或

覆盖，避免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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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垃圾转运站的设置一般在垃圾运输距离超过 20 公

里以上的乡镇，运输距离不超过 20 公里的可以不设置转运

站，进行直运。

（ 3）转运站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配置压缩设备，

其规划、设计、验收应符合《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的

规定。因辽宁省冬季气温较低，垃圾转运站应有冬季保暖措

施。

（ 4）垃圾转运站的选址，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不干

扰居民正常生活、靠近公路等要求。

（ 5）需统一规划垃圾转运站配套的垃圾转运集装箱、

压缩装置及垃圾转运车。

2.4.5 村运输

在采取分散处理模式和区域集中处理模式的地方，多数

农村垃圾无需经过中转站转运，由各村自行组织进行垃圾运

输，直接运至垃圾处理场。

2.4.6 垃圾处理

根据 2.3.2 小节对于需要新建无害化垃圾处理厂（场）

的地区，应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建立卫生填埋场、垃圾

焚烧厂等，合理确定其位置、数量及规模。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场的运行管理应依据相关标准

规范的要求，同时应满足如下要求以保证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的全年连续、稳定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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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严格执行设施工艺运行管理手册，重大工艺调整

需符合相关规定；

（ 2）定期对相关设施、设备和车辆进行维护管理，保

证完好，满足生产需求；

（ 3）计量器具运行规范，信息记录完整、清晰、及时

和准确；

（4）在线监管系统按相关要求有效运行；

（5）环保措施有效，设施运行可靠，污染物排放达标；

（ 6）安全运行应包括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等方面，安全生产制度明晰，执行严格，避免安全事故；

（ 7）防火、防爆、防雷电、防突发事件等应急预案完

善，职责分明，定期演练；

（8）节能减排制度完善，执行有效；

（ 9）对公众开放制度落实到位，应接受并配合监督工

作。

垃圾焚烧场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焚烧场投资大，管理

水平要求高，宜在经济情况较好、垃圾收运系统较完善、垃

圾热值合适的县市进行试点，有了丰富经验后进行全省推

广。

2.5 农村垃圾治理的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体系建设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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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工作目标，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行动的各项责

任分解落实到具体人员。

2.保洁机制

加强村庄保洁制度建设，把专业保洁和 “户前三包 ”（包

清扫、包分类、包送到垃圾收集点）相结合，把突出整治和

日常保洁相结合，通过宣传引导、村规民约、检查督导，形

成农村环境卫生保洁长效机制。

3.群众参与

充分利用墙报、标语、会议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宣

传，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目的意义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推动全民参与。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丰富和完善村

规民约，使村民逐步养成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4.资金筹措

按照 “政府引导、多元投入、谁受益、谁负担 ”的原则多

方筹集资金，探索建立 “市县为主、省里奖励、镇村共担、农

户适当出资 ”的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

要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保障保洁

人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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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规划图纸与建

设项目库四部分。

3.1 规划文本主要内容

规划文本主要按照本导则的第二章编制内容以及与规

划图纸相对应的具体规划内容编制，要求文字表述应规范、

简洁，准确体现规划的目的和意图。规划文本可参考以下目

录进行编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第二条 规划依据

第三条 指导思想

第四条 规划原则

第五条 规划期限

第六条 规划范围

第七条 总体目标

第八条 阶段性目标

第二章 产生量及需求预测

第九条 人口数量现状与预测

第十条 生活垃圾产量现状与预测

第十一条 垃圾运输车辆现状与缺口量预测

第十二条 垃圾转运站现状与缺口量预测

第十三条 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现状与缺口量预测



17

第三章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规划

第十四条 总体要求

第十五条 分类方法

第十六条 分类投放规划

第十七条 分类收集规划

第十八条 分类运输规划

第十九条 分类处理规划

第四章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规划

第二十条 收运模式规划

第二十一条 环卫人员及收集设备设施规划

第二十二条 转运设施布局规划

第二十三条 收集设备设施建设规划

第二十四条 转运设施建设规划

第五章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规划

第二十五条 技术路线选择

第二十六条 无害化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第二十七条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第六章 投资估算

第二十八条 收运体系投资估算

第二十九条 处理体系投资估算

第七章 农村垃圾治理保障措施

第三十条 人员保障措施

第三十一条 资金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 制度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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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划说明书主要内容

规划说明书主要是对规划文本各项条款的阐释、说明和

补充，要求文字表述应尽量深入、具体，规划说明书框架需

与规划文本基本吻合。

3.3 规划图纸主要内容

1.村庄现状垃圾收集设施总平面图

明确村庄内已有的垃圾箱和垃圾收集点布局等。

2.村庄规划垃圾收集设施总平面图

明确村庄内规划的垃圾箱和垃圾收集点布局等。

3.村庄新建垃圾收集设施总平面图

明确村庄内新建的垃圾箱和垃圾收集点布局等。

4.现状垃圾中转站位置图

标明现状垃圾中转站所在位置、周边交通情况、设计规

模以及服务范围等。

5.规划垃圾中转站位置图

标明规划垃圾中转站所在位置、周边交通情况、设计规

模以及服务范围等。

6.新建垃圾中转站位置图

标明新建垃圾中转站所在位置、周边交通情况、设计规

模以及服务范围等。

7.现状垃圾处理厂（场）位置图

标明现状垃圾处理厂（场）所在位置、设计规模以及服

务范围等。

8.规划垃圾处理厂（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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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规划垃圾处理厂（场）所在位置、设计规模以及服

务范围等。

9.新建垃圾处理厂（场）位置图

标明新建垃圾处理厂（场）所在位置、设计规模以及服

务范围等。

10.根据具体情况需要补充的其它图纸。

3.4 建设项目库主要内容

列出规划要建设的项目类型，确定各个工程的建设规

模、设计内容、建设时序、实施责任主体、表达出建设项目

是新建，还是改建、扩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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