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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2022〕－24

丘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十四五”长江经济带

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塑料污染

治理实施方案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2022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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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塑料污染治理
实施方案分工方案

为贯彻落实《文山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转发“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分工方案的

通知》（文发改基础〔2021〕589号），深入推进实施长江大保护

战略，加强长江经济带塑料污染治理，强化工作落实，着力解决

塑料污染突出问题，结合实际，制定印发本分工方案。

一、落实塑料制品管控要求

（一）严格执行有关禁止、限制销售使用塑料制品的规定。

注重源头预防，严厉打击违规生产销售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

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等行为。加强商超、药店、书店等场所及餐饮服务、

邮政快递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可

降解胶带、不可降解编织袋等塑料制品的监督管理。在固定经营

场所、固定经营摊位集贸市场探索建立塑料购物袋集中购销制。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工信商务局、县市监局、

县供销社）

二、推广绿色替代产品

（二）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产品。推行绿色设计，提升塑

料制品的安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在满足安全和材料性能的前提

下，优先使用符合质量控制标准和用途管理要求的再生塑料。充

分考虑竹木制品、纸制品、可降解塑料制品等产品对资源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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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完善相关替代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加强可循环、易回

收、可降解替代材料和产品研发，推动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提升替代材料和产品性能，降低应用成本。加强可降解替代材料

检测和塑料制品绿色产品认证，提高性能检测、模拟验证和认证

等公共服务能力。开展降解塑料的全生命周期评价工作。（责任

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发改局、县农科局、县工信商务

局、县市监局）

（三）推动新兴行业替代产品应用。强化企业绿色管理责任，

推动外卖平台加强签约商户管理，引导餐饮商户使用符合相关标

准的外卖餐盒。加快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在同城生

鲜配送、连锁商超散货物流中推广应用可循环可折叠快递包装、

可循环配送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泡沫箱等。鼓励电商、

快递企业与第三方回收企业探索合作建立可循环包装跨平台运

营体系，设立可循环包装协议回收点，畅通回收渠道。（责任单

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工信商务局、县市监局）

三、强化水上及岸线塑料污染治理

（四）加强漂浮塑料垃圾清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清废

行动”引领作用，结合河湖长制工作机制，开展水面漂浮塑料垃

圾专项清理整治，按照属地管理、就地打捞、科学清运、妥善处

理的要求，加强巡查管护，对辖区内江河湖泊、水库、山塘水塘

等水域的水面漂浮垃圾进行打捞和清运，加强漂浮垃圾清理与城

市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工作之间的有效衔接，保障漂浮垃圾及时得

到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组织开展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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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防治技术等相关研究。（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县农科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

（五）强化船舶港口塑料垃圾清运。明确船舶运输经营管理

单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船舶污染物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加

强对联单管理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船舶违规排放塑料垃圾行为。

强化船舶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引导靠泊船舶分类投放塑料废弃物，

杜绝塑料垃圾人为倾倒入江现象。加快推动港口接收设施及城市

公共转运处置设施有效衔接，巩固船舶港口污染专项整治成果，

推动船舶塑料垃圾全收集全处理。（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

政府，普者黑景区管委会、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县住建局、

县交运局、县农科局、县水务局）

（六）推进岸线塑料垃圾清理。结合城乡环境整治，集中清

理干流岸线 3公里、重要支流岸线 1公里范围内露天生活垃圾，

清除生活垃圾中的塑料等污染隐患。加强常态化监管，严查塑料

垃圾非法倾倒岸线行为，及时清理河道内冲刷上岸的塑料垃圾。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县

住建局、县农科局、县水务局）

四、加强农业塑料污染治理

（七）建立农用塑料废弃物处置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建立政

府主导、市场化运营的废弃地膜、农药肥料包装回收体系，合理

布局回收网点，实行定点堆放，分类回收。明确种植大户、农民

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在地膜回收方面的主体责任，

鼓励农业生产服务组织、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企业等开展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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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农药肥料包装回收。推广使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地膜，

从源头提升地膜的可回收性，因地制宜推广地膜回收机具，推进

地膜捡拾机械化。在重点用地膜地区，推进农田残留地膜清理整

治，实现地膜残留量零增长。（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

县发改局、县工信商务局、县住建局、县农科局、州生态环境局

丘北分局)

五、提高塑料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八）推动塑料废弃物全量化处理和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深

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设

施建设，提高回收利用水平。加强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

培育骨干企业。引导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向资源循环利用

基地、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等园区集聚，推动塑料废弃物再生

利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和清洁化发展。加强城乡生活垃圾收集

处理体系建设，推动农用地膜、一次性塑料袋等分拣成本高、不

宜资源化利用的低值塑料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加快建设以焚烧为

主的垃圾处理设施，最大限度减少塑料垃圾直接填埋处理。加强

原料、加工、使用和处理等环节科技创新，提升塑料废弃物规范

回收及再利用、资源化能源化利用装备技术水平。（责任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发改局、县农科局、县工信商务局、州

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县住建局）

六、强化工作保障

（九）加强组织领导。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内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负总责，明确责任分工，将本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分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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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各乡（镇）和有关部门，明确各乡（镇）、各阶段治理重点，

及时跟踪掌握治理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各乡（镇）要有效

落实治理责任，根据本乡（镇）塑料污染突出问题和塑料污染治

理工作基础，进一步细化塑料污染治理实施路径和具体落实措施。

有关部门按职责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塑料污染治理的监督指导。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发改局、县工信商务局、

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住建局、县交运局、县农科局、县水务

局、县市监局、县供销社）

（十）严格执法监管。生态环境、工信商务、住建、水务、

市监等部门按相关法律政策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强化督促检查，

严厉打击涉塑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加强生态环境风险管

控，着力解决长江经济带塑料垃圾污染突出问题。（责任单位：

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县工信商务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

县市监局）

（十一）引导全民参与。加强塑料污染防治科学普及和舆论

宣传，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的绿色消

费习惯，减少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

制品，自觉参与垃圾分类，抵制过度包装。（责任单位：各乡（镇）

人民政府，县发改局、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县住建局、县农

科局、县市监局、县供销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