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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绿色规划、

绿色建设战略目标，践行健康城市，提升宜居水平。根据天津市城市总体发

展目标要求，本着因地制宜，协调衔接，尊重自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突出西青在区位、文化、生态、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西青

区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1-2035）》编制工作，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突出

地方特色。为此，西青区统筹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建设与管理，使全区环境卫

生整体水平与城市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逐步实现环境卫生事业与

城市其他建设同步现代化。西青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构建完善的生活

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依靠科技进步，因地制宜，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工

艺，全面提升西青区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处置的科技水平，构建完善

西青区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

理，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1.2 规划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和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

（2）提倡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对生活垃圾实施处理处置原则；

（3）实现规划协调原则；

（4）构建区域统筹、合理布局原则；

（5）确定先进、合理与适度超前原则；

（6）实施可操作性和弹性原则。

1.3 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调研

对西青区的生活垃圾及厨余垃圾、园林垃圾、大件垃圾、建筑垃圾、粪

便等专项固体废弃物产生现状进行调查，全面分析研究生活垃圾及专项固体

废弃物处理处置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立足点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2）规划编制

规划期内，就以下主要内容规划编制：基于生活废弃物分类、分流体系

的建立，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规划；厨余垃圾、园林垃圾、大件垃

圾、建筑垃圾、粪便等专项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理系统规划；环卫设施布局规

划；环境卫生管理及发展规划；环境保护专章；保障规划实施措施及建议

等。

1.4 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规划基准年为 2019 年。（由于 2020 年暴发疫情，全年生活垃圾产量异

于往年不具代表性，故以 2019 年作为基准年。）

1.5 规划范围

本规划地域范围为天津市西青区所辖区域，具体包括杨柳青镇、辛口

镇、张家窝镇、中北镇、精武镇、王稳庄镇、大寺镇、李七庄街、津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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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西营门街、赤龙南街、赤龙北街及天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青

开发区）。共 7 个镇，5 个街道，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6 规划依据

本规划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标准规范和政策法规：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版）；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 101 号令）（2017 年 3 月 1

日修正版）；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9 号）；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 号）；

《关于加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厂场站建设运营监管的意见》（建城

〔2004〕225 号；）

《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计投资〔2002〕

1591 号；

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十三五”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2851 号）；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

26 号）；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关于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

意见》（发改办环资[2017]1778 号）；

住建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

[2017]253 号）；

住建部联合九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 号）

天津市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编制工作

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8〕23 号）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

642号）

《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订本）

《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2018 年修正本）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 年）

《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2017 年）

《2019 年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19 年）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2019 年）

《天津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2012 年）》（2018 修改版）

《天津市厨余垃圾管理办法》（2020 年）

（2）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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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 47-2016）

《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2012）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2013）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2009）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101-2021）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84-2012）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

《粪便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30-2009）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 102-2004）

《城镇市容环境卫生统一劳动定额》（HLD 47-101-2008）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125-2008）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

（3）基础资料

《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

《天津市西青区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天津市西青区统计年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天津市西青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天津市垃圾处理设施规划指引》（2020 年）

天津市西青区环境卫生事业现状情况调查资料，以及西青区相关部门提

供的其他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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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卫生现状

2.1 环境卫生管理现状

目前西青区共有 4 座基层环境卫生机构，6 座环境卫生运营机构。

2.2 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置现状

2.2.1 生活垃圾产生量现状

2019 年，西青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898 吨 /日。区域内当年统计数值：

生活垃圾需处理量为 32.8 万吨。

2.2.2 生活垃圾收运现状

西青区生活垃圾收运主要采取“垃圾点（箱 /桶）收集+（收集/转运）站

转运；垃圾点（箱 /桶）收集+垃圾清运车直运”方式，前端收集容器包括垃

圾桶、废物箱等，运输车辆包括压缩式垃圾车、自卸式垃圾车、车厢可卸式

垃圾车等。垃圾压缩式收集站、转运站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区内现有区属生

活垃圾转运站及收集站 8 座，市属生活垃圾转运站 1 座。

2.2.3 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西青区建成区生活垃圾经过垃圾点（箱/桶）收集后，自 2020年末通过直运

或转运至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试运行）进行无害化处理。

随着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现阶段西青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居民社

区产生的厨余垃圾，部分开展“就近就地”处置厨余垃圾试点，如赤龙南街佳和

雅庭小区等；部分交由环卫部门或专业运营公司，并配置 19辆厨余垃圾清运车

辆，经集中收运后，运往天津碧海餐厨垃圾处理厂及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

理厂内厨余垃圾处理厂（试运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2.3 专项固体废弃物处置现状

2.3.1厨余垃圾 （主要指餐厨垃圾及其他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集中收运后，运至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

2.3.2粪便

粪便通过三格化粪池进行管道化排放，目前西青区粪便主要直运至天津

市西青综合垃圾处理厂。西青区环卫部门对粪便处置的管理还需进一步完善

提高，由于过往对粪便的清运处理数据缺乏统计分析，不利于粪便处置及规

范管理。

2.3.3园林垃圾

目前，西青区建成区绿地面积已近 2785 公顷，随着季节变化，由此产

生的修剪树枝、落叶等园林绿化垃圾。通过调查了解区内部分园林垃圾进入

“海泰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置；一部分混入西青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中处置。总体上看，现阶段缺乏系统性规划，统一的园林垃圾集散点不足；

对园林垃圾处置重视程度略显不足，园林垃圾资源利用率偏低；未建立完善

园林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及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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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大件垃圾

目前，西青区大件废旧家具，特别是无利用价值的旧家具，丢弃后分散

且污染环境，临时存放点安全隐患大，管理难度大，最终还是进入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系统进行处置。

2.3.5建筑垃圾

天津市西青建筑垃圾消纳场（市属项目）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可消纳

建筑垃圾 300 万立方米，近期将迁往大寺镇。

2.4 环卫设施、设备现状

2.4.1 公厕

目前，西青区共有公共厕所 301 座，其中环卫公厕 106 座。总体上数量

仍显不足；部分公厕建设时间较早，设备陈旧老化，需进行提升改建。社会

化公厕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运行维护标准，无法保障面向公众的开放时间，不

利于全区公厕整体水平的提高。

2.4.2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西青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共 13 座，主要与基层环卫机构等其他环卫设

施合建，且多为临时租用。

2.4.3 环卫停车场

目前，西青区有环卫停车场 11 座，场地多为政府协调临时用于环卫作

业车辆停放，且面积偏小，缺少车辆维养设施设备；随着区域发展对环卫机

械化作业要求增高，配置各类环卫作业车辆在数量、功能上也逐年增加，现

状环卫停车场面积和功能难以满足环卫作业车辆停放维养需要，已严重阻碍

区域环境卫生作业水平的提升。

2.4.4 环卫车辆

据不完全统计，西青区目前共有各类垃圾清运车辆 362 辆，详见表 2-

8。

表 2-8 西青区环卫车辆统计表（单位：辆）

序号 环卫作业车辆类型 数量（辆） 备注

1 垃圾清运车辆 314 压缩式、车厢可卸式、自卸式垃圾车

2 粪便清运车辆 17 吸粪车

3 厨余（餐厨）垃圾清运车辆 19 餐厨垃圾车

4 厨余（家庭）垃圾清运车辆 12 厨余垃圾车

西青区现状环卫车辆的配置难以满足未来城市快速发展中的环卫作业需

求。

2.5 现状问题及分析评价

根据现状调查，区域内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大部分属于“未批先建”，未

履行正规手续。

环卫设施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环卫设施定点难，邻避现象突出；混

合收运，不利于垃圾终端处理；压缩转运设施少，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管理理念落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符。

由于城市扩展较为迅速，环卫车辆保有量有较大增加，但仍然无法满足

快速增长的城市需求。环卫停车场大多通过政府协调临时租赁闲置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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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卫作业车辆的停放，临时场所的环保安全不完善，无法满足环卫作业车

辆停放维养，规范的环卫停车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厨余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垃圾、园林垃圾、粪便等专项固废尚

未建立完善收运处理体系，配套处理处置设施严重不足。

环卫设施严重不足且建设滞后，布局不合理且邻避现象突出；环卫设

备总量不足，配置的新能源产品比例不足。环卫设施“选址、建设、使用”

问题突出、落实难；不利于垃圾收运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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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西青区环卫设施布局规划以“西青区所辖区域规划”为重点，以“统筹规

划”和“规划统筹”为原则。坚持生态优先，构建生态空间体系。严格遵循科

学划定的“三区三线”（即城镇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空间格局。同时，加强大气、水、土壤、固

体废物及噪声环境治理，完善污染防治措施，保障城乡环境质量。

本规划总体目标为逐步建立科学、高效、完善的生活废弃物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体系，实现生活废弃物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城

市环卫设施和服务水平完全满足城市需求，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1 规划目标

一是设置数量和布局均能满足规划期内西青区发展整体需求的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设施是本次规划的基础目标。

二是为进一步提升西青区的整体形象，促进环卫管理能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提高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建立国内先进的环保型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系统是本次规划的首要目标。

三是保障规划近期和远期环卫设施用地需求。

四是集中布局环卫设施。

3.2 规划指标

1、近期

（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2）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3）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60%。

2、远期

（1）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0%以上。

（2）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3）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65%。

3.3 规划主要任务

本规划在充分考虑系统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基础上，确保垃圾分

类收运处理规划的可行性。

（1）生活垃圾及专项固体废弃物处置规划任务

规划期内完成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实现西青区生活垃

圾全量焚烧处理，有效解决区域内生活垃圾的及时有效的清运与无害化处

理。如图所示生活废弃物分类、分流收运处理体系。

（2）环卫设施设备规划任务

规划期内逐步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专项固体废弃

物收运处理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城市环卫基层机构、环卫停车场、环卫工人

作息场所、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合理优化环卫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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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环境卫生发展预测

4.1 规划人口预测

本次规划 2025 年预测人口以现状人口规模比例作为预测依据，对人口

规模进行规划；2035 年以《天津市西青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的人口数据为准，结果详见表 4-1。

表 4-1 西青区规划人口规模一览表

序

号
区域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七次人口

普查
2025年 2035年

现状常住

人口（万

人）

现状常住

人口（万

人）

现状常住

人口（万

人）

现状常住

人口（万

人）

规划常住

人口（万

人）

规划常住人

口（万人）

1 西营门街 3.7 3.5 4.1 6.6 7.5 15.0

2 李七庄街
9.4 11.9 12.5 20.2 22.8 28

3 津门湖街

4 中北镇 14.5 18.2 18.1 23.5 26.6 30

5 杨柳青镇 16.1 11.9 10.0 13.3 15.0 22.0

6 辛口镇 5.3 4.0 3.9 4.7 5.3 6.0

7 张家窝镇 9.4 11.2 11.0 15.2 17.2 32.0

8 精武镇 10.5 10.8 11.7 13.3 15.0 20.0

9 大寺镇

11.2
9.4 10.1 15.5 17.5 22.0

10 赤龙南街

(赤龙北街) 0.8 1.1 1.5 1.7 3.0

11 王稳庄镇 5.0 4.5 4.2 5.7 6.4 8.0

合

计
- 85.1 86.3 86.7 119.5 135 186

4.2 生活垃圾成分预测

西青区生活垃圾成分可参考天津市生活垃圾成分数据，总体发展趋势为

垃圾中无机物的含量降低，有机物的含量升高，朝着有利于垃圾分类及综合

处理的方向发展；垃圾中灰土、煤渣、砖瓦类将进一步减少，厨余废弃物和

纸类、塑胶、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类废品含量将进一步上升；垃圾容重

将进一步减少；居民耐用消费品淘汰周期缩短，废旧家具、废旧家用电器等

大件垃圾将逐渐增多。

4.3 生活垃圾需处理量预测

4.3.1 预测方法

根据国家《“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及天

津市相关政策要求、依据《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

（在编）的要求，结合对西青区近年来生活垃圾需处理量调查统计数据，综

合分析各类影响因素，按照人均 1.1kg/人·d 的标准，对区域生活垃圾需处理

量进行预测。

4.3.2 生活垃圾分类中其他垃圾需处理量预测

经预测，西青区生活垃圾分类后 2025 年其他生活垃圾需处理量为

1198.5t/d，2035 年其他生活垃圾需处理量为 1664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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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厨余垃圾需处理量预测

本次规划，厨余垃圾主要指居民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企事业单位食堂

和餐馆酒店等餐饮行业及各类市场产生的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

根据对本区生活垃圾成分的预测，近期厨余垃圾需处理量约为

253.9t/d，远期 2035 年厨余垃圾需处理量为 338.6t/d，详见表 4-3。

4.4 粪便需处理量预测

根据天津市近年来统计进厂量，测算 2025 年西青区粪便需处理量，并

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

农村公厕和户厕产生的粪便直接进入村污水处理站，就近就地进行生物

无害化处理。因此只计算城镇常住人口数作为粪便处理量的测算基础。

综合考虑，西青区粪便集中需处理量近期 2025 年 134.1t/d，远期 2035

年 176.6t/d。

4.5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鉴于过往西青区建筑垃圾产生量缺少基础数据统计分析，本次规划在依

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基础上，综合分析建筑垃圾产生量常用的预测

方法，并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预测近期建筑垃圾产量大约为 1640 吨/日，规

划远期城市建设速度放缓，施工面积相对减少，建筑垃圾产生量会出现回落

状态，依据经验经综合分析远期约 1640 吨/日维持近期预测水平。

4.6 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

本次规划中大件垃圾，主要指大件废旧家具，不包含其他大件垃圾，如

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大件垃圾、废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行走车辆等。

规划期内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如下：

近期：2025 年，大件垃圾产生量约为 15 吨/日。

远期：2035 年，大件垃圾产生量约为 20 吨/日。

4.7 园林垃圾产生量预测

根据对我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调查了解，借鉴其他地区测算经验，经过综合

分析测算，规划期内建成区所产生的修剪树枝、落叶等园林垃圾大约产生量，

2019 年约 121 吨/日，预测规划近期 2025 年约 130 吨/日，规划远期 2035 年约

143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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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5.1 分类标准

西青区生活垃圾分类按照“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四分类标准。

5.2 分类收运处理系统规划方案

5.2.1厨余垃圾

规划期厨余垃圾处理本着分散与集中处置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有条件厨

余垃圾产生单位，采取“就近就地”处置模式，确保环保达标；集中处置，天

津市西青生活垃圾处理厂厨余垃圾处理项目，拟于 2021 年内投入运营，设

计规模为 200 吨 /日。实现辖区内分出的厨余垃圾全量得到规范、安全、有

效处理。为减少厨余垃圾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本专项规划建议厨余垃圾

采用直运方式运输。对辖区内餐饮企业和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市场等，实施定

点、定时、定人、定车上门收集制度，确保厨余垃圾的密闭清洁运输。

厨余垃圾配备专用收集桶和运输车辆，进行单独收运；厨余垃圾收集桶

和运输车辆应保证密闭性，确保厨余垃圾不撒漏；逐步提高厨余垃圾收运

率。按每车每天运输两趟考虑，规划近期，配置载荷 5 吨厨余垃圾车 39

辆；规划远期，配置载荷 5 吨厨余垃圾车 47 辆。

5.2.2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投放至小区单独设置的有害垃圾收集桶中，由有资质的运输

企业或环卫部门运至有害垃圾贮存点进行暂存和二次分拣（有害垃圾暂存点

由生态环境局进行监管），定期由生态环境局公开招标确定的有害垃圾处理

企业运至危险废物处置厂进行处理。

5.2.3可回收物

对于西青区居民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规划进入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

系。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原则上由市场调节，由商务部门指导监督。

规划西青区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依托天津市现有的回收集散系统，由商

务部门制定统一的设点标准，对市场化的回收集散点进行规范化管理， 建

立台账制度，形成市场调节机制。

居民可自行通过市场行为售卖，也可按要求投放至环卫系统设置的可回

收收集桶内，可回收收集桶内垃圾由收运企业进行收运后进入天津市再生资

源系统。

5.2.4其他垃圾

采用现有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密闭运输至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进行

无害化处理。

5.3 分类管理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总思路——以政府引导、统一管理、分类收运、分

类处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

5.4 分类收运规划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有垃圾桶、垃圾收集站，应根据地质条件、路况、服

务半径等因素，合理选择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与收集方式。根据收集设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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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垃圾收集方式可分为车辆流动收集、收集站（转运站）收集、动力

管道收集等。

为与西青区现状实现平稳过渡，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减少设施机具浪

费，降低资金投入，确认收运模式如下：

规划期内，西青区应逐步开展垃圾收运前端的分类收集体系研究，逐步

开展建立源头减量和回收网络，以减少垃圾产生量，提高垃圾清运效率，提

升垃圾回用的经济效益。

确定西青区（除王稳庄镇）的生活垃圾收运模式为：生活垃圾桶——专

用生活垃圾收集车——压缩式生活垃圾转运站——专用垃圾转运车辆——无

害化处理厂（场）的“转运”的收运方式。

图 5-1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流程图

西青区王稳庄镇生活垃圾收运模式为：生活垃圾桶——专用生活垃圾清

运车辆——无害化处理厂（场）的“直运”的收运方式。

图 5-2生活垃圾收集直运流程图

5.5 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规划

5.5.1 生活垃圾转运设施规模与布局

结合西青区现状 8 座生活垃圾转运站规模及布局情况，根据规划近期

2025 年、规划远期 2035 年各街道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数据，在综合考虑生

活垃圾收运距离、转运站服务半径等因素的基础上，现有的区管汽车队（60

亩）垃圾转运站予以保留，其余在规划兴建转运站建成前继续使用，新建 9

座压缩式转运站，解决西青区生活垃圾收转运问题。现状保留转运设施可进

行提升改造，改造项目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

规划布局：李七庄街、大寺镇合建；赤龙南街、赤龙北街合建；中北

镇、张家窝镇、杨柳青镇、西营门街、辛口镇、津门湖街均单独建设。其中

精武镇运力不足部分由周边街镇统筹协调；西青区规划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

情况一览表详见表 5-1。

表 5-1西青区规划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情况一览

序号 所在镇街
转运站规模

（吨/日）
单元街坊地块编号或地址

用地面积

（m2）

1#转运站 西营门街 150 11p-01-02-06 2000

2#转运站 中北镇 350 地址位于 104国道南、泽杨

道西，原一汽丰田汽车厂内
约 26660

3#转运站 杨柳青镇 200 11p-02-06-02-15 3456

4#转运站 辛口镇 100 石甸路西侧 8000

5#转运站 张家窝镇 300 地址位于独流减河桥北西青

区津涞收费站南部
8508

6#转运站 精武镇 150 11p-13-02-03-28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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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镇街
转运站规模

（吨/日）
单元街坊地块编号或地址

用地面积

（m2）

7#转运站 李七庄街 450 地址位于天祥工业园祥普路

与天骄道交口东南侧
约 13300

8#转运站 赤龙南街 50 11p-20-03-07-06 6079

9#转运站 津门湖街 50 11-11-01-17 932

注：1、以上点位根据城市建设实际需求可适时调整功能性质，兼容环卫车辆停车

场、环卫基层机构、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同时可将机扫垃圾转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

圾暂存、融雪剂制备等功能在垃圾转运站内合并建设。

2、根据生活垃圾实际处理需求和设计处理能力，定期开展设施建设计划评估，根

据实际需求适时启动建设。

3、在满足使用需求、使用功能等要求情况下，原则上在规划布局点位周边 1 公里

范围内可进行规划调整，视为符合专项规划。

5.5.4 垃圾清运车配置规划

规划近期 2025 年，西青区生活垃圾中其他垃圾需处理量为 1198.5t/d，

远期 2035 年，需处理量为 1664t/d，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收转运规划，确定以

一级转运为主、直运为辅的方式进行收运及转运。

规划 2025 年，配置垃圾转运作业车 60 辆（载质量 12t 车厢可卸式垃圾

车），直运车 6 辆（载质量 3t、8t 压缩式垃圾车），小型机动收集车共 476

辆；2035 年，垃圾转运作业车 80 辆，直运车 9 辆，小型机动收集车共 653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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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6.1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规划

生活垃圾处理应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强对生活垃圾

产生的全过程管理，从源头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对已经产生的生活垃圾，

要积极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防止污染环境。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四类。生活垃圾处理策略应朝着大型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采

用以焚烧、生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为主，填埋和其他处理技术为辅的处理策

略。

规划期内，生活垃圾采用焚烧处理的技术路线，以无害化为基础，资源

化、减量化为核心，集中收运的生活垃圾主要采取焚烧处理和协同处置，焚

烧飞灰稳定化后进行卫生填埋，焚烧炉渣进行资源化再利用，最大限度延长

卫生填埋场使用年限，实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可持续性发展。

规划近期，厨余垃圾处置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实行厨余垃圾“就近就地”

进行处理，如标准化农贸市场、新建或提升改造的垃圾转运站、开展垃圾分

类的居民小区等。

规划远期，厨余垃圾采取集中处置为主，实施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其他处置方式为辅。

6.2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原则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应本着统筹兼顾，协调布局原则；注重生态环

保，减少影响的原则；按照市域统筹，设施共享的原则。

根据《天津市环城四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实施方案》，统筹规划

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垃圾处理厂结合现有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碧海餐厨垃

圾厂、潘楼粪便处理厂，处理覆盖津南区、南开区、河西区、和平区产生的全部

垃圾，以及西青区、滨海新区就近产生的部分垃圾；天津市北辰生活垃圾综合垃

圾处理厂结合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覆盖虹桥区产生的全部垃圾，以及北辰

区、西青区、河北区就近产生的部分垃圾；天津市东丽生活垃圾综合垃圾处理

厂，处理覆盖东丽区、河东区产生的全部垃圾，以及北辰区、河北区就近产生的

部分垃圾。

6.2.1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规划

西青区生活垃圾主要通过区内临时卫生填埋场无害化处理。规划期内，

区内产生的生活垃圾，运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无害化处理。

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是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

将规划新建厨余垃圾处理厂、粪便处理厂、卫生填埋场、炉渣综合利用中

心、建筑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集中建设。

综合分析西青区生活垃圾处理的现状，目前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规模 3750t/d，采用 5 条垃圾焚烧处理线，每条线

日处理能力 750t/d。近期处理规模 2250t/d；远期的 1500t/d，定期开展设施

建设计划评估，视远期其他生活垃圾实际需处理量再行确定是否启动建设。

（2）厨余垃圾处理项目

依据《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近期 2025 年规模

为 200 吨/日，远期 2035 年为 600 吨/日。根据垃圾实际处理需求和设计处理

能力，定期开展设施建设计划评估，分期组织实施，根据实际要求适时启动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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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粪便处理项目

依据《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近期 2025 年规模

为 400 吨/日（其中 100 吨/日规模负责滨海新区)；远期 2035 年为 600 吨/日

（其中 100 吨/日规模负责滨海新区)。根据垃圾实际处理需求和设计处理能

力，定期开展设施建设计划评估，分期组织实施，根据实际要求适时启动建

设。

（4）卫生填埋项目

焚烧产生的飞灰经稳定化后在填埋场填埋，填埋区投影面积为 9.2 万

m2，总库容约为 97 万 m³；有效库容约 69 万 m³。

（5）污水处理项目

本项目污水处理规模一期为 1350m3/d。

（6）炉渣综合利用项目

本项目炉渣综合利用为近期建设项目。炉渣主要产自于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及厂区内锅炉，产生的炉渣收集后进行资源化利用。

（7）建筑垃圾处理项目（远期）

建筑垃圾综合处理厂为远期建设项目，规模为 1500t/d。（一年 260 天

计）

6.2.2 垃圾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原则

根据市政府已批复的《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 年）》，

天津市各类垃圾处理设施的服务范围原则如下：中心城区（市内六区+环城

四区）整体调度，统筹考虑（见表 6-7）；滨海新区与远郊五区各区独立运

行，自成体系。

各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成投运后，实际垃圾进厂量由市级垃圾分类处

理管理部门进行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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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项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7.1 粪便清运处理系统规划

粪便收集范围主要有环卫公厕、厂区化粪池。按照居民小区均设有化粪

池，粪便进入化粪池停留，其他生活污水排放进入市政污水管网考虑。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要求，有污水管网的地区，

公共厕所的粪便宜排入污水管网；无污水管网的地区，公共厕所粪便应排入

化粪池。

7.1.1粪便处置规划原则

粪便排放实施“管道化排放优先”原则；化粪池清掏收运实施“定期清

掏、专业收运”原则；粪便和粪渣处理实施“集中布置”原则；粪便和粪渣管

理实施“城乡统筹”原则。

7.1.2粪便处置规划目标

规划近期完成粪便处理设施建设任务，远期完善粪便处置体系建设，提

升有效管理水平。

7.1.3粪便清运处理系统规划方案

规划期内预测，近期粪便需处理量约为 134.1 吨/日，远期约为 176.6 吨

/日。城区新建公厕和小区的粪便实行管道化排放，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系

统，但现有化粪池仍需集中清运，由区属及各街镇环卫部门集中清运后，进

入在建西青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粪便处理项目无害化处理，目前暂进入天

津粪便处理厂处置。严禁粪便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或清运后乱排乱倒。

在建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粪便处理项目处理规模 400 吨 /

日，采用固液分离+絮凝沉淀+厌氧发酵的主体技术工艺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

理。

西青区粪便清运作业车辆配置。建议采用荷载 5 吨粪便清运作业车辆

（吸粪车），近期需新增吸粪车 20 辆，远期考虑车辆使用寿命，需新增吸

粪车 8 辆。

7.1.4粪便处置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加强粪便清运处理的监管。

加强粪便清运、处理量日常统计及相关资料汇总管理。

规范粪便清运队伍及作业质量。

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

7.2 建筑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7.2.1建筑垃圾处置规划原则

建筑垃圾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为基本原则；实施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区域统筹、属地管理、分类管控、长效管理原则。

7.2.2建筑垃圾处置规划目标

规划近期，首先应充分依靠天津市西青建筑垃圾消纳场，对不能回用的

建筑垃圾以消纳为主要技术路线。鼓励各街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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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和资源化措施，如采取分散式处置并配置移动式设备处理建筑垃圾；利

用废弃建筑材料造景等方式。

规划远期逐步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根据统筹安排运至天津市西

青建筑垃圾消纳场及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规划期内严格实施建筑垃圾的统一收运管理，并实现建筑垃圾排放减量

化、运输规范化、处置资源化、利用规模化的目标，形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循

环产业链，建成完整的建筑垃圾管理、资源化利用和公共服务体系。

7.2.3建筑垃圾收运处理系统方案

建筑垃圾处置首先做好源头减量，重点解决工程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

放等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的产生，实现施工现场建

筑垃圾减量化，促进绿色建造发展和建筑业转型升级。

规划期内，西青区城区建筑垃圾收运处理应坚持“排放减量化、运输规

范化、处置资源化、利用规模化”的发展思路。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规划，采用“近期堆填为主，资源化综合利用为辅；远期

实现资源化综合利用”的建筑垃圾处理方案。

规划近期，建筑垃圾运至天津市西青建筑垃圾消纳场，规划远期，根据

统筹安排运至天津市西青建筑垃圾消纳场及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

厂。天津市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内建筑垃圾处理项目设计规模为 1500

吨/日，采用破碎+分选+骨料制备处理建筑垃圾。

7.2.4建筑垃圾处置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纳入西青区总体规划和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充分考虑远景发展的需求，

确保建筑垃圾处理设施落地。

建筑垃圾应从源头分类，建立完善建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实施全过程

的管理，做到“三个统一”。

建立完善长效监督体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体制，大力完善监督考

核体系，并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实行建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的特许经营和委

托运营。

7.2.5 项目选址

综合各方面因素，天津市西青建筑垃圾消纳场规划选址坐落于大寺镇，

占地面积 16.87 公顷，消纳能力 250 万 m³。

7.3 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7.3.1大件垃圾处置规划原则

实施统一规划，科学布局原则；针对大件垃圾处置实施全程监管原则。

7.3.2大件垃圾处置规划目标

近期（2019-2025 年）：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中，对大件低值

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资源化处置。大件垃圾经收集并规范暂存

后，直接运往具备一定条件的生活垃圾转运站进行处理。不具备条件的生活

垃圾收集站或转运站，将大件垃圾简单拆解后直运或转运至天津市西青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集中处置。

远期（2026-2035 年）：可建设规范的大件垃圾资源化处理厂，并根据

实际情况，在各街镇最少设置一处规范的大件垃圾集散点（堆放场）方便暂

存，通过直运或转运方式，运输至大件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进行综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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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方案

实施规范大件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促进大件垃圾资源再

利用。由产生大件垃圾的单位或社区设置大件垃圾堆放点，居民自行送至大

件垃圾堆放点，由收运部门进行统一运输至指定处置场所。

7.3.4大件垃圾处置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鼓励大件垃圾实施源头减量，减少大件垃圾排放。建立完善的大件垃圾

收运处理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大件垃圾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全过程监管，有效掌握区域大件垃圾流量、流向，做

到“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去向可控”。推行大件垃圾付费收运制度，即排放

大件垃圾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大件垃圾清运费。

7.4 园林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

7.4.1 园林垃圾处置规划原则

控源减量、利用为先原则；统一规划，科学布局原则。

7.4.2园林垃圾处置规划目标

近期：一方面鼓励有条件街镇对园林垃圾实行就近就地无害化处置或资

源化利用实现分类减量处理；另一方面集中收集运输至在建天津市西青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协同厨余垃圾或焚烧综合处理。

远期：本着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建设园林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进

行综合处置，可配合建筑垃圾消纳场集中建设，并建立以减量化、资源化、

再利用为目标的园林循环利用产业机制。

7.4.3园林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方案

西青区园林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规划方案选择，本着“就近就地”分散式与

集中式处置相结合模式。近期，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中，对源头产生园

林垃圾分类后“就近就地”无害化减量处置，或协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远

期，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园林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处理厂，实现园林

绿化废弃物最大化资源循环再利用。

7.4.4园林垃圾处置实施规划保障措施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生产、谁付费”的原则，明确不同性质的来

源，切实保证园林垃圾循环利用法规政策能落地实施。

建立以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为目标的园林垃圾循环利用产业机制；

区园林管理部门在工作理念上，走综合化、生态化利用之路。在政策导向

上，西青区应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和产业规划。通过合理布局，打造融政策、

技术、资金为一体的园林垃圾再处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让园林垃圾

“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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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环卫配套设施规划

8.1 公共厕所

8.1.1 指导思想

公厕的规划建设，应以“合理布局、保障数量”为原则；落实公厕选址，确保

规划用地，按需设置布局，明确公厕的等级，提升公厕建设标准， 提高管理水

平。

8.1.2 规划范围

根据《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公共厕所分为配套公共厕所、对外开

放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三类。公共厕所规划范围不仅指环卫部门负责建

设管理的公厕，还应包括商场、加油站等社会化建设并对外开放的公厕和公

园、广场等其他政府部门负责建设的厕所。

8.1.3 规划依据及指标

依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环境

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2012）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

2016）城市公共厕所规划、设计和建设应符合其中规定。

8.1.4 公共厕所规划

本次公厕规划在配置上应全部达到二类或以上标准；并提倡规划附建式公

厕，除附建于商场等公共建筑内以外，还可附建于道路两侧住宅楼底，以最大限

度提高土地使用率，并协调好公厕周围环境。

依据西青区人口的增长趋势，规划近期内共需公厕 378 座，规划远期内

共需公厕 531 座。西青区现有公厕 301 座，数量不足。规划近期 2025 年需

建设二类以上的环卫公厕 23 座。规划远期 2035 年新建二类以上环卫公厕 61

座。且根据本规划要求，住宅区及沿街商业商铺必须配建独立或合建的 24

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时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公厕对外开放。

8.2 废物箱规划

根据《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道路两侧或路口以

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

废物箱。废物箱应卫生、耐用、美观，并应能防雨、抗老化、防腐、阻燃。

8.3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规划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内设基层环卫管理办公、工人清扫工具及环卫车

辆临时停放地。

西青区保留现状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1 处，区管汽车队（60 亩）。规划新

建的 10 座基层环境卫生机构，总计 11 座。

8.4 环卫停车场

根据对现状环卫临时停车场评价，保留现状区管汽车队（60 亩）环卫停

车场；规划期内新建环卫停车场 10 座，总计 1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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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原则上与转运站、公厕等设施合建。在新建的转运站和公厕规划建设中

应考虑作息场所建设，同步建设或预留用地；

西青区保留现状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 座，区管汽车队（60 亩）。因此按

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规划建设 8 座，总计 9 座。

独立建设的公厕可贴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户外劳动者驿站）；在配建的

公厕同时可配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户外劳动者驿站）；组合建设的环卫设

施可赋予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户外劳动者驿站）功能；在现有城区沿路商家

与企事业单位协调设置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户外劳动者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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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

9.1 环境卫生管理信息化

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和行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环境卫生事业作为城市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环卫作业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积极引入现代化科技技术，使环卫行业的运作、

管理逐步走上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的道路，促进环卫事业的进步和科技

的创新，促进环卫行业的服务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9.2环卫作业市场化

西青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快环卫体制的深化改革，借鉴成熟的环卫作业

社会化、市场化经验，逐步完成全区环卫作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工作，

实现从责任承包到专业公司合约承包的过渡。

环卫作业市场化应遵循的原则：保障市场化管理机制长效实施；形成完

善的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规程和准则；实施过程中讲究规范化，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建立信息公开化平台，公平公正实施管理。

此外，通过推行服务收费制；推行管理目标责任制；推行资质审查认证

制；推行服务承诺制等逐步规范环卫作业市场化并完善监督机制。

9.3 环境卫生行业产业化

就西青区环境卫生行业产业化发展方向，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开发生

活废弃物收集产业；开发生活废弃物运输产业；推动生活废弃物处理产业化

进程；培育规范的环卫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满足环卫设施的建设需

要。尽可能采用一切手段，减少和避免垃圾的产生；减轻或降低垃圾污染；

促进垃圾的循环与再生，以科学处置生活废弃物为主体的产业，助推城市环

境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9.4环境卫生事业科技化

建立以西青区各街镇市容环卫管理部门为基础，依托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的统一领导，逐步构建西青区智慧环卫系统，集科研、工程、技术开发三项

功能于一体，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全区生活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

作乃至环境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应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提高环卫人员专业素质，加快引进学有

专长的专业人才，建立定期的人员培训计划，培养熟悉业务的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增加行业交流，加快科技成果引进吸收，及时获取科技和管理先进

技术，特别应强化与发达地区环卫部门的技术交流合作，吸引技术成熟的科

技成果。

9.5环境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保障化

有效预防区域生活废弃物收运处理系统内部的环境卫生突发事件，并将

公共突发事件的危害降至最低。由天津市西青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组织成立环

境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构，针对可能出现的环境卫生风险制定应急预

案，确定每个风险的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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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实施措施和建议

10.1组织保障

通过天津市西青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及所辖街镇政府统筹管理，逐步建立

市场化专业作业的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加强对服务范围内环境卫生工作的统

一管理和协调管理。

10.2政策法规保障

根据国家和行业的相关规范要求，紧跟行业发展需要，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适时制定适宜西青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为保障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本规划需纳入各层次规划和计划中，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建设。区及各

街镇人民政府应当把环卫设施布局规划中确定的环卫设施用地，纳入控制性

详细规划，并依法向社会公布。西青区环卫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规划，同时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实施计划，提出年度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安排和资

金预算。

随着西青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规划只有结合发展新形势及时

更新，才能持续合理地指导建设。因此，应建立规划的动态管理与滚动调校

机制，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跟踪与回馈，建立效果评价制度，根据实际变化情

况，适时修编规划，确保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正确引导。

10.3管理保障

建立协调机制和强有力的执法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合作。规范项目管

理，加快设施建设严格执行基础设施建设程序，加速推进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环评、稳评等相关前期工作，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相关部门通过提前介

入、提高供地效率、加大清理整治闲置土地力度等多种举措，发挥政府及其

公共事业机构的作用，又保障公众适时参与，从而最小化“邻避效应”。切实

保障规划环卫设施建设用地，保证项目尽快落地运行。

此外，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积极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实行特许

专业化、规范化运营主体；明确专业运营企业的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通过

资格审查方式，确定具备资质的运营企业颁发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对运营

企业资质实行年审，年审不合格的，取消其从业资格。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户外广告等媒体并充分利用课堂教育等多种形

式开展有关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宣传活动，培养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的

社会文明氛围，在全社会树立以循环、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

10.4投资保障

生活废弃物的收运及处理处置属于公共服务事业，在实施市场化运营的

同时，应继续坚持政府作为行业管理主体，同时应加大政府投入资金的力

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资金的需求落实经费，并纳入

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如从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中安

排一定的资金，用于环卫设施的建设和正常运营成本的补充。

此外，通过市场化运营机制拓展资金来源，本着“谁投资，谁收益”的原

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产业化进程，弥补环卫设施

建设资金不足。同时，逐步完善垃圾处置收费制度，以补充资金的不足、减

轻政府财政压力。遵循“谁产生、谁付费”，“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

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建立完善并实施垃圾处

理收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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