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 176 处非正规垃圾场明年整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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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西江头村的一处苗圃边，一台挖掘机将一铲垃圾倒进旁边的
分选机中，尘土飞扬。在挖掘机脚旁，是一个十几米深、足球场大小的大坑，里
面堆积着 6万吨填埋了多年的垃圾。 

 

因北京实行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整治工作，这些垃圾得以重见天日并被回收。近日，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样的垃圾坑，北京将整治 176个，最大的
垃圾坑内有上百万方垃圾，相当于一座中型金字塔的体积。 

 

超三成剩余填埋场污染危害高  

 

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调研员张晓光，接受本报专访时表
示，在 2006年，为配合奥运会前期工作，北京市做过一个相对全面的非正规垃
圾填埋场的调查，当时全市存在着 1011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截止到去年年底，在逐级治理之下，北京市还剩 1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这些
填埋场均为多年来垃圾随意倾倒形成的，没有防渗等基本防护措施，其中约 35%

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由于靠近水源地或地下水系等原因，被列为污染危害等级最
高的 A级。 

 

北京对各区县进行环境考核  

 

今年北京市将这 176 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全部纳入治理计划，其中将完成治理
100处，剩余 76处预计将于明年全部完成。而多位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垃圾收运体系投入、监管力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尚不能杜绝新的非正规垃圾
填埋场产生。 

 

目前北京市对区县进行环境考核，其中就包括垃圾收运、处理方面。“在垃圾收
运、处理问题上，区县是主体责任，谁产生垃圾谁负责，市级部门统筹指导协调，
首环办对区县进行考核，每个月检查。”张晓光表示。 

 

现场  

多年深埋垃圾被挖出分选  



 

近日，顺义区南彩镇西江头村的一处正在整治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挖掘机将深
埋多年的垃圾挖出来倒进分选机，臭气熏天，垃圾中很多细微的颗粒被风裹挟着
四处飘散。记者目测，这个垃圾坑约一个足球场大，已经挖掘十几米深，下面仍
是一层层的垃圾，由于多年的填埋挤压，很多垃圾已看不出本来面目，挖出时流
下黑色渗沥液。 

 

工人们将垃圾运上分选机传送带，分选机通过吹风、筛选等方式，分出混凝土块
等骨料、轻质物及腐殖土。混凝土块等骨料不具有污染性，就地回填到垃圾坑中；
轻质物装车送到垃圾处理场做焚烧、填埋等处理。 

 

“腐殖土是被垃圾渗沥液污染的土壤，有害物质多在腐殖土中，所以在整治非正
规填埋场时，必须把腐殖土全部挖出，挖到好土才行，原地再铺上 30厘米厚的
腐殖土，跟 1米厚的黄土一起搅拌，回填入垃圾坑，在上面种树，靠树根来吸附
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工作人员称，剩下的腐殖土不能用于农业，会送给有需求
的苗圃，“特别是那种种草皮的苗圃，特别喜欢要腐殖土，因为草皮卖的时候都
是带着一层土一起卖的，土地种一层薄一层。” 

 

成因  

农村垃圾就近堆积形成填埋场 

 

张晓光表示，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中，既有来自城区的垃圾，也有来自填埋场周边
的城乡接合部或农村的垃圾。 

 

城区一些社会单位采取委托方式由清运单位将垃圾运走，“不正规的清运单位会
将垃圾倒在农村一些地方。”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农村地区垃圾产生量不多，农民自己产生的垃圾一般都内
部消化掉，如喂猪，喂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外来人口的增加，垃圾量增加
很快。但 2006年前，垃圾收运系统只负责收运城市垃圾，而村庄和城乡接合部
的大量垃圾未经处理就近堆积，形成大大小小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顺义区南彩镇西江头村的垃圾填埋场就是这样产生的。该村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这个垃圾坑中多是村里小区的垃圾，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有一些人承包村里的地之后，就开始收垃圾挣钱，这也是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形
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晓光说。 

 



2006 年后，北京垃圾收运职能才进行转变，垃圾管理开始向农村地区延伸，但
农村的垃圾收运仍然相对薄弱。 

 

目前农村地区垃圾收运系统已建立，村里收集垃圾，在乡镇建垃圾中转站，再由
大车运到垃圾场进行处理。但这套垃圾收运系统也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部分设施破损没法及时修补或更新。这些问题也导致新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时有
产生。 

 

样本  

从“三蹦子”装运到垃圾场超负荷  

顺义区垃圾焚烧厂二期 2015年底投入使用  

 

顺义区市政市容委市容相关负责人介绍，2007 年前，顺义区正规垃圾处理设施
每天仅能处理 200吨垃圾，多数生活垃圾就近掩埋，“一些填埋场利用村子边的
坑塘来填埋，一点环保防渗措施都没有。”该负责人称。 

 

村民垃圾扔门口形成垃圾堆  

 

顺义区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主要集中在城乡接合部，李桥镇比较集中。该负责人
称，“当时外来人口多，疏于管理，村民把垃圾扔在门口，不久就形成垃圾堆，
村里把这些垃圾弄个"三蹦子"装了填坑。” 

 

2007 年，北京市顺义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建成，每天处理生活垃圾 600 吨，
逐步建立农村地区的垃圾转运体系。除了靠近垃圾综合处理厂的 4个镇直接把垃
圾运来外，该区 15 个镇都各自建立了垃圾中转站，由顺义区环卫中心负责垃圾
转运。 

 

垃圾运输量最多每天 800吨  

 

垃圾收集、运输的费用由顺义区和各个镇两级财政分摊，“根据各镇经济情况分
三档，五五开、六四开、七三开，区财政出大头。每年顺义区要组织考核垃圾收
运情况，不是想拿就能拿到这个钱。”该负责人说。 

 

2013年，顺义区马坡镇的垃圾运输从顺义区环卫中心移交到镇政府，镇政府用镇
属公司将垃圾运到处理厂，垃圾运输量同比增加 20%。这也刺激了区环卫中心，
来提高垃圾收运能力，2013 年上半年平均每天运到区垃圾场的垃圾达到 500 多
吨，到下半年猛增到 700多吨，高峰时达到 800多吨。垃圾场处于超负荷运行。 

 



顺义区垃圾焚烧厂二期计划于 2015 年年底投入使用，使用两台焚烧炉，每天可
以焚烧 700吨生活垃圾，投资 4.7亿元，其中市财政补贴一半。 

 

【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整治时间轴】  

 

2006年 

调查显示，全市有 1011个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按距离水源地远近及污染危害程度，
分为 A、B、C三个等级，其中隐患最大的 A级有 120多个，B级有 179个。主要
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其中顺义、朝阳、怀柔、密云、丰台、大兴等区县较多。 

 

2009年前 

C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完成整治。 

 

2009年后 

针对污染比较严重的 A、B级进行深度治理，以消除污染为主要目标，恢复生态
环境。 

 

2013年底 

还剩 1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其中约 35%由于靠近水源地或地下水系等，被列
为 A级。 

 

2014年 

将 1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全部纳入治理计划，今年将完成治理 100处。 

 

2015年 

完成剩余 76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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