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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皖南梯田披“金”妆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灵山村千亩梯田油

菜花进入盛开期，层层叠叠，春意盎然，与徽派民居

交相辉映，美如画卷。 ■ 施亚磊/摄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省住建厅发出《关于做

好2022年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欲对标沪

苏浙，启动2022年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助力我省

小城镇（城关镇除外）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建设。

根据我省制定的目标，2022年底前，每个县（市、区）

至少选择1个小城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工作，优先从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内的小城镇及地

方政府积极性高的小城镇开展试点示范。有条件的小城

镇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逐步建立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进一步改善小城镇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

分类投放。因地制宜开展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工作。一是直接“四分法”，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二是“二次四分法”，即源头分为“干垃

圾”“湿垃圾”（厨余垃圾、有机垃圾、易腐垃圾），保洁员

（分拣员）将“干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各地要积极探索和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创新小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运行管理模式。提供餐饮服务的酒店

（民宿、饭店、摊点）、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部队、中小学

校、医疗诊所、集贸市场、车站码头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

所，要切实做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分类收运。采取“二次四分法”方式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时，应严格要求保洁员（分拣员）二次分拣，并采取有效

措施规避产生二次污染。厨余垃圾直接收运至处理末端

或转运（站）点，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分别投放至规定的垃

圾收集容器或集中存放点，有害垃圾投放至暂存点。优

化生活垃圾收运路线，健全与生活垃圾分类相衔接的收

运网络，避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后再混收混运。推进密

闭分类收运车辆的普及，有效防控“跑、冒、滴、漏”，切实

提高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施及环卫器具配置的建

设和管理水平。

分类处理。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各类处理末端设施布

局，合理确定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及处理设施

建设，本着城乡统筹、因地制宜、节约集约的原则，完善小

城镇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有效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

力。厨余垃圾的处理，鼓励收集处理运维一体化模式，交

通便捷运距适中的小城镇可遵循城乡一体化原则，送至

市、县（市、区）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统一处理；也可因

地制宜，就地建设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厨余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要满足废气、污水和噪声等环保排放要求，并且技

术成熟、工艺稳定和能耗经济。可回收物交由符合环保

要求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或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处理；

有害垃圾交由有资质的处理经营者进行处理；其他垃圾

运送至市、县生活垃圾处理厂（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十三五”期间
全省各类事故死亡 7425 人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省各类事故死亡

7425人，比“十二五”期间减少6566 人，下降46.9%；

较大事故130起，同比减少114起，下降46.7%；生产

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5年“双下降”，未发生

重特大事故，实现了省政府确定的“十三五”安全生

产工作目标。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乡

火灾、有限空间等事故多发。一些事故还暴露出宾

馆饭店随意改建，农村自建房违法违规用作经营，以

及渔船游、野游、旅游景区玻璃栈道、景区密闭游乐

场所等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高风险的城市和不设

防的农村并存，城市基础设施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行

状态，涉及燃气、电梯、高架桥等安全隐患逐渐凸显，

城市安全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农村危房、溺水、沼气、

用电等问题较为突出，农机保有量大，农村公路交通

事故多发。

到2035年，重特大事故得到根本遏制
根据规划制定的目标，到2025年，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基本建立，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

得重大进展，重大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危险化学

品、矿山、建筑施工、消防、交通等领域重特大事故得

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总量持续下降，安全生产

状况趋稳向好，人民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到2035年，基本实现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效运

行，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的安全屏障基本形成，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重特大

事故得到根本遏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动。

今年合肥市将实现
生命线安全工程全域覆盖

我省将全面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合肥模

式”。立足“省会示范、辐射各市、服务全国”，推动工

程建设由燃气、桥梁、供水领域向其他领域覆盖，由

各市城区向县（市）延伸。到 2022 年，基本构建以燃

气、桥梁、供水、排水防涝为重点，覆盖 16 个市建成

区及部分县(市)的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主框架；其中

合肥市率先实现市县全域覆盖，率先建成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到 2025 年，实现城市生命线安全工

程全面覆盖，城市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显著增强，形成

城市安全发展的“安徽样板”。

鼓励农村客运车辆安装定位和视频装置
我省将加强客货车产品生产准入、一致性监

管。加快淘汰隐患问题车辆。建立健全道路运输企

业、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员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

实典型和严重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制度，倒查道

路交通安全各相关环节存在的问题漏洞。加强交通

运输新业态管理服务，加大对新能源公交车、新能源

出租车运营安全性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长途客运

班车和省际包车、危险货物运输和城市公共交通企

业安全监管，综合应用各类监控数据，依法严厉查处

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深化货车非法改装、车辆挂靠、规范行车专项整治，

健全货车非法改装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将车辆超限

超载治理纳入各级政府安全生产考核，严厉打击“大

吨小标”“百吨王”、倒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行为。

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出行运输服务体系，鼓励

农村客运车辆安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和视频监控装

置。建立自动驾驶汽车运行数据监管平台，强化运行

过程监管。

我省将加强无人机管控
我省还将完善国家民航安全绩效指标体系，强

化可控飞行撞地、跑道安全、空中相撞与危险品运输

等重点风险治理，深化机场净空保护。开展鸟击防

范等安全专项整治，加强无人机管控。全面划定铁

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实施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及

道口“平改立”。危险货物铁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

强化公铁水并行交汇地段安全综合治理。严格执行

客船恶劣天气条件下禁限航规定，推进巡航救助一

体化和海事（水路执法）监管、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装

备设施、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建设，强化“四类重点

船舶”和重点水域安全监管。强化寄递企业安全生

产基础能力建设，完善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

检“三位一体”安全防控模式，推动邮件快件作业场

所安全管理规范化。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安

全评价制度，健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强化运营安全风险管控。

安徽发文
启动小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安徽省“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出台

我省将加强无人机管控
日前，经省政府同意，省安委会印发了《安徽省“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根据规划，合肥市率先实现城市

生命线安全工程市县全域覆盖，率先建成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 记者 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