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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垃圾不落地校园项目背景 

1、杵峰完小垃圾来源 

    丽江市玉龙县鲁甸乡杵峰村地处边远山区，距离玉龙县城 145 公里，以村委会

为中心方圆 30 公里以内没有一家商业网点，该村是鲁甸乡下辖的一大行政村，拥

有 24 个村民小组 960 户人家，人口超过 4000 人。特殊的区位使该村形成了以村委

会为中心的一个十分发达的商业集市和货物流通市场，其中有 5家超市门店，1个

农村诊所，1个木材加工厂，1个加油站，1个建材批发小超市，4家餐馆，1所幼

儿园和 1所农村完小（见图 1、杵峰完小正门－项目前后）。仅项目实施学校杵峰

完小每天的垃圾产量就达 20 桶（泡货，每只桶的容积为 20 升）之多。（见图 2、

贴上分类标示的垃圾桶） 

2、杵峰完小垃圾去向 

    杵峰完小是的一所半寄宿制小学校，拥有师生 249 人，其中住校生人数达 111

人。学校与村委会隔集市相望，地处杵峰村交通和集市的中心地带，是垃圾泛滥的

重灾区。杵峰完小垃圾围校主要呈现为三大类垃圾即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和自然垃

圾。这些垃圾产生的源头分别来自： 

• 生活垃圾：超市、小卖部、餐馆、集市等公共场所 

• 农业垃圾：地膜、农药化肥包装袋 

• 自然垃圾：枯枝树叶和尘土 

    在距离学校厕所 10 米远的围墙内有一个约 2平方米的水泥垃圾坑，每天有约

20 桶垃圾被倒在这个垃圾坑里，经过简单的焚烧后，大量没有燃烧或未烧尽的垃

圾则由学校值日生清除倾倒在旁边的小村河里。一旦遇到雨天无法焚烧垃圾时，所

有将垃圾直接倒入小村河里（图 3、12 月的小村河）。  

3、问题的严重性 

    学校和附近公共场所内经常出现大量的垃圾，首先导致了邻里关系的紧张，学

校与集市之间、村委会与集市之间，集市与交通车之间、上游与下游电站之间经常

为垃圾的问题产生争执；其次，因处理垃圾带来的权属、地域和经济纠纷也使得相

关利益群体经常在垃圾问题上无果而终，最后，大量的垃圾流入金沙江带来的环境

和水质污染形成了一个没人问津的巨大的真空地带。 

 

二、“建设校园垃圾不落地”项目要达到的目的 

    在本项目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垃圾落桶不落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项目从三个方面进行干预。1）行为干预。通过培训、示范以及活动开展，转变师

生中乱扔垃圾的不文明习惯；2）技术干预：通过校园环境卫生设备和垃圾终端处

理设施的完善和建设来与师生转变后的行为习惯进行对接；3）制度干预：通过垃

圾不落地相关制度、措施的引入和制定，使师生的良好行为习惯得到激励和张扬，



使落桶的垃圾进入规范的校园环境卫生管理渠道，从而为“建设垃圾不落地校园” 

形成制度保障。 

   

三、项目干预成果 

 

1、行为干预：2016 年 3 月～4 月开展垃圾不落地动员培训和行动 
        绿色家园与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自 2016 年 3 月 7 日正式签署“建设垃圾不落

地校园”公益项目合作协议后即根据协议要求开始制定杵峰完小垃圾不落地培训计

划、保护小村河行动方案。 （见图 4、保护小村河行动分工图）。 
        项目首先对学校师生领头人进行动员培训，并与该校的女老师们就垃圾不落地

有关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见图 5、学校师生领头人动员培训）。动员培训结

束后，来自杵峰村美早立片区 2 个村民小组，点石片区 3 个村民小组，阿曼晒片区

2 个村民小组，大村片区 6 个村民小组，小村片区 6 个村民小组和下村片区 3 个村

民小组参加垃圾不落地培训。510 名学校师生和村民分别签名承诺垃圾不落地。（

图 6、签了名的垃圾不落地承诺卡）云南思力替代技术发展中心的杨主任给现场的

村民上了一堂“巧妙使用农药化肥”的科普课，通过培训村民们开始对农药的安全

知识，妇女儿童健康以及农药标签识别有了清晰的认识，对农药废弃物的处置有了

更多的警觉。本次培训制作了 3条横幅、10 张宣传画、600 份垃圾不落地承诺卡。

实际参与活动总人数达 510 人。 （见图 7、垃圾不落地培训活动现场） 
       清除和填埋垃圾 6 手扶拖拉机，完成了杵峰村小村河一公里河段两岸、2 条主

要道路杵峰村集市以及校园周围的垃圾清理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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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干预：2016 年 5 月～7 月建设和完善杵峰完小卫生设施  
      杵峰完小的卫生值日存在许多管理漏洞，项目针对这些漏洞进行了以下补救： 
      1）添置卫生工具。与校方一起对现有卫生工具进行了清理，将严重破烂的扫帚、

撮箕和垃圾桶清除，由项目为学校添置了 5 把拖把，5 个垃圾桶，10 把芦苇扫帚，

10 把竹编扫把，手套 235 双，捡垃圾火钳 30 把。 
      2）清除学校垃圾坑。杵峰完小一直沿用一个约 2 平方米的空心砖堆砌的垃圾坑

用于堆放过渡垃圾堆放和焚烧。项目将垃圾坑围墙刷白，将垃圾坑垃圾清理干净。  
      3）建盖一个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该储存中心分为三间，每间的功能分别为：

临时储存垃圾室，可焚烧垃圾室，有害垃圾室。  
      4）建造一个校园垃圾处理终端（垃圾焚烧炉）。在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东侧

建设了一个高 4 米，炉堂容积约 1 立方米的耐火红砖垃圾焚烧炉，并投入运行。

（见图 6、杵峰完小垃圾处置系统） 
     5）对学校的卫生值日分区进行了调整，绘制了校园卫生值日分区图。 
     6）将垃圾桶贴上了垃圾分类标示。  
     7）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现场演示。由分管校长和值日生对每天搬运垃圾和焚烧

垃圾的同学进行现场垃圾分类和焚烧要领示范。 
     8）对扫地方式进行改革。将学校卫生值日生扫地分为捡垃圾和扫地 2 组，拣拾

的人为垃圾则进入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自然垃圾则回到自然。 



  
3、制度干预：2016 年 8 月～9 月梳理和完善杵峰完小卫生值日制度和培训指导 
        项目指导三名大学生志愿者对杵峰完小校园规章制度进行了梳理，在原来的环

境卫生制度里增加了 5296 字的内容。例如“校园垃圾处理终端规定（细则）”、

“学校卫生工具使用规定”、“校园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垃圾存放规定”、“校

园垃圾处理终端操作规定”、“学校焚烧垃圾值日表”等篇章内容，在校园卫生管

理制度一章里增加了 2 节内容，分别是：1）校园垃圾分类规定，2）校园垃圾处理

终端规定。 
        随着制度的建立，项目开始在校园内进行卫生片区责任分区、垃圾分类、垃圾

焚烧，焚烧安全等内容和技能的指导和培训。为了使培训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

性，项目在学校领导的配合下将增加的新内容与杵峰完小旧的规章制度内容进行了

整合，编印成 “杵峰完小校园规章制度”手册供全校师生阅读和遵守。（见图 8、

杵峰完小规章制度手册） 

 

四、制约项的因素及项目采取的对策  

1、小环境、大环境 

    大、小环境相互影响和制约：在杵峰村随地扔垃圾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尽

管学生们很快就明白了垃圾不落地的 4字要领，但是当他们走到集市小卖部买零食

，回家看到大人乱扔垃圾后，很多学生对这些坏习惯缺乏有效的抵御办法，反过来

又影响了校园垃圾不落地的执行效力。 

    对策：将小环境内即校园内的垃圾不落地做扎实，限制学生在上课期间到校外

买零食，通过制度和奖惩措施固化师生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分类的行为和养成，从执

行的情况看，校园垃圾量开始减少。但是，全体学生的行为养成和垃圾不落地传承

需要至少 2个学年才能显现出明显结果。 

2、公共环卫制度 

    制度缺失：杵峰村公共场所内并没有建立公共环卫制度，由于集市内物流和客

运人流大，致使产生垃圾后无法明确责任对象，同时也增大了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

难度。（图 9、垃圾遍地的集市） 

    对策：通过不定期的组织师生开展校外垃圾不落地宣传，游说村委会和店主，

转变他们的行为习惯。通过宣传，集市店家都准备了垃圾箩等，公共场所的垃圾量

减少了。另外，村委会对项目和学校提出的垃圾不落地给予了行动上的支持，例如

，村委会采取了三项措施支持措施即：1）由村委会主任在项目村民培训活动上向

村民作动员，鼓励村民转变垃圾落地的不良习惯；2）由村委会拨款 5万元用于改

善学校老师住宿条件；3）疏通和维修学校大门前排水沟，并将流经学校和幼儿园

两扇大门前的排水沟上的烂水泥板换成钢筋和铁板拱桥，经过修缮后，校门外的雨

水不再灌进校园内了。  

3、公共卫生政策 

    缺乏清晰政策：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没有一个清晰的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政策，导

致村委会在对集市及其周围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管理过程中因缺乏相应的依据使管

理变得苍白无力。例如，杵峰村委会在小村河和集市之间安装了一台铁皮垃圾焚烧

炉，主要提供给集市内几家超市用来焚烧垃圾。由于没有政策依据，这项利民举措



并没有得到超市经营者的积极配合，超市投放的垃圾反而变成了由村委会安排自己

的工作人员来焚烧，这种本末倒置的怪象最终导致焚烧炉的闲置。 

    对策：邀请超市人员参加项目组织的垃圾不落地培训和集市公共场所垃圾清理

，到校园参观垃圾焚烧炉焚烧情况，项目官员上门向他们示范和进行制度展示。通

过宣传，绝大部分店主都明确了自己的卫生区域范围，店里开始配备了垃圾篮或垃

圾桶，店员能自行分类并将剩余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图 10、村委会前闲置的焚

烧炉） 

4、垃圾不落地制度 

    缺乏激励机制：学校领导层在执行垃圾不落地制度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由于个

别领导喜好追求硬件投入，总是想方设法花很多时间在要钱、筹钱方面，对于制度

落实和奖惩机制等软件的建立缺乏兴趣，也没有耐心，因此，垃圾不落地有可能变

成这些人应付上边检查的一个花架子。 

    对策：督促这些领导转变观念。项目官员分别在杵峰村委会和鲁甸乡中心校进

行了项目介绍和项目宣传，将杵峰完小的垃圾不落地制度推荐给玉龙县教育局和共

青团玉龙县委。 

5、校园值日传统  

    认识十分顽固：根据垃圾不落地常识，校园内产生的垃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人为垃圾或称为生活垃圾，另一类是自然垃圾。根据这两类垃圾的来源和性质，垃

圾不落地制度规定，人为垃圾必须分类存储或将分类剩余垃圾进行焚烧处置，而自

然垃圾则无需分类存储和进行焚烧处置。尽管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但是要在

校园内形成习惯和制度要求则需要若干时间。 

    对策：对校园值日制度和清扫方式进行调整，使拣拾人为垃圾与清扫自然垃圾

分开进行。目前杵峰完小已经接受了这种方法，但依然出现反复，需要在项目结束

后一段时间里持续推进方能见效。 

6、项目实时监测 

    落后的乡村交通阻碍：从玉龙县城到杵峰完小需要花费 4～5小时的时间，由

于雨水，村道狭窄、视线遮挡、路基不结实等因素，到项目点犹如经历了一场艰巨

的拉力赛。曾经参与杵峰完小垃圾处理终端建设的一名师傅说“这是我第一次来杵

峰村，也是我最后一次”，可见到杵峰村之难。 

    对策：通过现有的网络手段如微信来加强与项目点的沟通联络，在决定前往项

目点之前确定道路畅通，项目与学校领导在微信上经常保持沟通联络。采用这个通

讯方法使项目执行效率得到了提高。 

7、学校人事变动 

    对项目连续性的影响：今年 9月，当项目进入到校园制度建设和推进的主要关

头时，杵峰完小原校长因举办婚礼在即，学校上级重新任命了一名新校长，原校长

则退居副校长之职。这种学校主要领导职务的变化将对项目的持续推进带来影响。 

    对策：项目积极主动与新上任校长进行联络，说明项目的缘由以及项目预期达

到的目标，争取新校长对项目的支持。通过沟通，新任阮校长很快表示他会积极配

合项目进行，在他同意下，项目将久拖未果的校园分类垃圾临时储存中心用地和建

设问题很快解决了。  

8、垃圾焚烧 



    不理解：杵峰完小历来采用垃圾焚烧的方式处置垃圾，由于没有专门的垃圾焚

烧炉，大量未加分类的垃圾和无法燃烧的垃圾混合投入垃圾坑内进行焚烧，这样焚

烧垃圾百害无一利。其次，国家对水源区垃圾的填埋处置要求极为严格，未经防渗

漏处理的垃圾填埋场一律取缔。 

    对策：项目向当地环保、教育和村委会说明农村垃圾处置的现状和窘境以及建

造科学的垃圾焚烧炉带来的学习效应，项目同时持开放的态度，欢迎各方对如何有

效处置农村垃圾提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由于项目开展了相关的说明和宣传工

作，杵峰完小的垃圾处理终端（垃圾焚烧炉）建设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和投入使用。 

9、杵峰完小垃圾处理终端	  
	  	  	  	  	  	  	  	  	  怀疑：鲁甸中心校、村委会、杵峰完小的一些领导和老师对建设校园垃圾处理

终端持持观望态度，他们对鲁甸乡政府周围建设的垃圾焚烧炉以及村委会安装的铁

壳焚烧炉十分失望，因此，不看好项目建设垃圾焚烧炉的计划。	  
	  	  	  	  	  	  	  	  	  对策：向关心垃圾焚烧炉建设的人们做思想工作，说明校园垃圾焚烧后垃圾量

和垃圾的有害成分将极大减少。为慎重起见，项目查看了拉市海马场周边建设的垃

圾焚烧炉，考察了太安乡、巨甸镇、石鼓镇、石头乡和大理的双廊、香格里拉虎跳

峡镇等地焚烧炉使用的情况，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焚烧炉炉型、使用、管理不当等问

题（见图 11、鲁甸乡形同虚设的垃圾焚烧炉）。项目在焚烧炉的设计和打造上进

行了创新，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效果：这个终端设施建设从五月中旬开始，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材料采购、

运输、施工、竣工和试火，通过学校三个月的试运行，该焚烧炉运行一切正常，被

鲁甸中心校、杵峰村委会和项目学校认为是玉龙县所有还在运行的垃圾焚烧炉中最

拉风的一个垃圾焚烧炉。该焚烧炉从建成至今，每天运行 4～5 小时，焚烧垃圾

15～20 桶以上，即使是在雨天里，垃圾焚烧也能照常进行。该焚烧炉在焚烧垃圾

时显示出以下特点，易燃、燃烧快、炉膛拉风强烈，烟尘很少、炉口不回火，十分

安全。由于这个终端的建立，推动了校园垃圾分类。师生们明白了哪些垃圾可以焚

烧，哪些垃圾不能焚烧，在投放垃圾前就主动将不能焚烧的垃圾自然而然地投放到

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进行储存。由于诸如易拉罐、玻璃瓶、以及带水或潮湿的垃

圾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处置，使得焚烧垃圾量大大减少，垃圾焚烧变得高效快捷，极

大地促进了校园环境卫生的改善，彻底杜绝了垃圾流入小村河的现象，为金沙江上

游的水体保护起到了积极地示范带头作用，实现了项目预期的目标。（见图 12、
项目带来的环境卫生改变） 
  

五、项目足迹 

    项目执行时长为7个月，从2016年3月1日开始至2016年9月30日结束。 

内容／月 2015 

/12 

2月 

～3月 
4 5 6 7 8 9 10 

项目点考察。与杵峰村委会、鲁甸乡中心校、杵峰完小

就开展“建设垃圾不落地”项目达成共识 

出差时间3天（2015/12/17～19）人数1人。 

 
 
★ 

        

项目签约和启动。项目申请获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通

过，3月7日，双方正式签订公益项目合作协议项目启动 

  
★ 

       

“看住手中的垃圾”领头人培训，“巧妙施用农药化肥          



”培训，“垃圾不落地”全校师生和村民动员培训 

出差时间3天（2016／4/9～10）人数3人。 

★ 

爱家、爱校、爱杵峰村！小村河保护行动 

清理小村河1公里河段，运走并填埋6手扶拖拉机垃圾 

参与活动师生人数达510人 

出差时间3天（2016/4/24～26）人数3人。 

   
 
★ 

      

垃圾处理终端规划设计。选址：杵峰完小垃圾坑旁，材

料：耐火红砖，日焚烧垃圾能力：20桶（泡货） 

    
★ 

     

增添卫生工具；扫把20把，垃圾桶5只，拖把：5把    ★      

终端设备材料采购和运输。红砖3000块，水泥23包、沙

1手扶拖拉机，炉条（55×110）焚烧炉占地2平方米 

    
★ 

     

完成终端设备建设、试运行。焚烧校园值日收集垃圾，

在焚烧炉前设置检查垃圾分类情况，以下垃圾不能焚烧

：玻璃、金属、带水垃圾、潮湿垃圾、自然垃圾 

出差时间2天（2016/5/22～23）人数3人。 

     
 
★ 

 
 
★ 

 
 
★ 

  

垃圾不落地制度培训。受众：全校师生。内容包括：认

识垃圾标示与分类垃圾临时储存室的功能及用途、学会

鉴别焚烧垃圾、掌握焚烧垃圾要领、熟悉值日分区、学

会发现和纪录或汇报发现问题。争做垃圾不落地优秀学

生。出差时间3天（2016/5/30～6/1）人数4人。 

     
 
 
★ 

 
 
 
★ 

   

学校环境卫生制度梳理。对学校原来的环境卫生规章制

度进行量化，增加值日分区和负责老师，增加分类垃圾

处置和垃圾焚烧管理制度。 

出差时间2天（2016/7/11～12）人数1人。 

      
 
★ 

 
 
★ 

  

垃圾不落地制度与校园规章制度容为一体。经过调整、

修改和完善，将原来分散的制度有机地融为一体，除了

印制成张贴版外，还印制成手册，利于学习和传播。 

       
 
★ 

 
 
★ 

 

项目中期报告，项目评估。积极完成中期报告撰写和听

取基金方对项目实施的忠告和建议，安排和组织项目评

估专家前往项目点实际考察，评估。 

出差时间2天（2016/8/9～10）人数1人。 

   
★ 

 
★ 

 
★ 

 
★ 

 
★ 

  

垃圾不落地标示和分类垃圾临时存储室投入使用。分类

垃圾临时储存室是分类垃圾和焚烧垃圾的临时中转站，

用于分类垃圾和焚烧垃圾调剂和周转用途。 

        
★ 

 

杵峰完小规章制度手册。该手册包含学校制定的规章制

度的方方面面，其中校园环境卫生章节包含垃圾不落地

中的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以及自然垃圾的处置办法等内

容。 

出差时间3天（2016/9/20～22）人数1人。 

        
 
 
★ 

 

项目总结提交         ★ 

项目复制和推广         ★ 

 

 

六、项目财务报告  

1、项目人员出差补助、租车往返杵峰完小，两项费用总计8400元。 
年／月 出差

人数 

出差

天数 

出差补助 

100元／天／人 

租车费 

200元／天 

（丽江－杵峰） 

小计 

（元） 

出差说明 



2015/12 1 3 300 600 900  

2016/4 3 3 900 600 1500  

2016/4 3 3 900 600 1500  

2016/6 2 3 600 600 1200  

2016/6 4 3 660（300+360） 600 1260 3名实习生每

天补助40元 

2016/7 1 2 200 400 600  

2016/8 1 2 200 400 600  

2016/9 1 3 300 600 900  

总计   4060 4400 8460  

  

2、项目人员出差补助、租车往返其他地点，两项费用总计2100元 
月份 出差

人数 

出差

天数 

出差补助 

长途100元／天／人 

短途50元／天／人 

租车费 

200元／天 

小计 

（元） 

出差说明 

3 2 1 200（长途） 200 

 

400 拉市海－石鼓 

考察焚烧炉 

4 1 1 100（长途） 200 300 拉市海－太安乡 

4 1 1 50（短途） 

 

200 250 购买卫生工具 

（古城） 

4 1 1 50（短途） 

 

200 250 向玉龙县教育局介绍

项目情况（县城） 

4 2 1 100（短途） 

 

200 300 商量焚烧炉工程事宜 

（古城） 

5 1 1 100（长途） 200 300 拉市海－大理双廊 

6 2 1 100（短途） 200 300 向玉龙县教育局介绍

项目情况（县城） 

总计   700 1400 2100  

1、2两项合计金额10560元（ 8460+2100） 
 

3、2016年 3~9月项目列支费用总计 30293.30元	  
单据	  
序号	  

月／日	   列支项目	   单据数	   	  支出金额（元）	  

01	   4/15	   垃圾不落地物资、手套、小奖品 4	   1361.30	  
02	   4/25	   村民垃圾不落地培训误工补助 6	   9000	  
03	   4/26	   思力专家交通费	   5	   462	  
04	   4/29	   专家培训补贴	   1	   1600	  
05	   5/9	   垃圾不落地物资、塑料垃圾袋 2	   350	  
06	   5/13	   垃圾不落地宣传牌×3 1	   1260	  
07	   5/19	   特大号炉桥 1	   110	  
08	   5/25	   焚烧炉材料和运输费	   1	   5000	  
09	   5/26	   焚烧炉设计和施工费	   1	   6000	  
10	   6/27	   焚烧炉前钢架雨篷	   1	   1350	  
11	   7/8	   更换特大号炉桥	   1	   200	  
12	   7/31	   制作展板、指示牌、制度手册	   1	   3000	  
13	   9/30	   分类垃圾临时存放中心	   1	   600	  
总计	   	   	   	   30293.30	  



4、项目管理费（工作经费）4000 元 	  
	  	  	  	  	  	  	  	  	  1、2、3、4项合计总支出 44853.30元。项目批准经费 44000元，超出部分
853.30元由绿色家园自行解决	  。	  
 

七、结语 

    金沙江上游的生态保护关乎整个长江的生态安全，（见图 13、金沙江流经乡

镇图）需要各级政府和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建设垃圾不落地校园”项目是通过

每个人日常行为的一个小转变来推动全民参与。在过去的 7个月的时间里，丽江绿

色家园承担了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在杵峰完小全体师生的配合下，将垃圾不落地的

理念深深地植入到了校园每一个同学和老师的心中。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杵

峰村“垃圾不落地杵峰更美丽”将不再是一句口号。在此，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以下

机构和单位对项目的关注、关心、爱护和支持。（见图 14、垃圾不落地牌子） 

鸣谢： 

北京彩虹公益金会  

阿拉善西南中心 

玉龙县教育局 

鲁甸乡中心校 

杵峰村委会 

丽江市委组织部和金江先生 

2016 年 10 月 20 日 

丽江市能环科普青少年绿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