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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徐泾镇“无废城市”相关部门责任清单

类别 编号 任务/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制度

体系

A.6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规定
社发办

根据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规定，结合镇内实际情况，落

实操作办法与实施细则，保障工作有序进行。
2022-2025

A.7
落实生活垃圾综合治理

体系
社发办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实长效管理措施，确

保村居、单位垃圾分类综合达标。
2022-2025

A.18
开展秸秆禁烧宣传，落实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
农服中心

加强秸秆禁烧宣传，引导开展主要农作物秸秆机械化

还田，制成商品有机肥等，落实秸秆综合利用补贴。
2025

监管

体系
D.4

加强建筑废弃混凝土再

生处理监督检查
社发办

配合职能部门开展辖区内工地废弃混凝土监督检查工

作。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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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任务/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D.7 落实塑料污染监督检查 经发办
配合职能部门对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

降解塑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2025

D.8
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置
农服中心

对辖区内各行政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集中处置加

强管理，以村为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回收包装废弃物

具体工作。完成回收处置考核任务。

2025

D.9
开展危险废物监管和专

项整治
规建办

完成辖区内年度问题整改，协助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

考核工作。
2025

项目

清单

E.9
小型压缩站提标升级改

造项目
社发办 协助关停小型湿垃圾压缩站 1座。 2021

E.13
菜场湿垃圾就地处置工

程
社发办 配合开展徐泾菜场建立湿垃圾就地处置工程建设。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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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任务/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E.15
两网融合中转站建设项

目
社发办 配合开展徐泾镇新建 1座两网融合中转站建设。 2025

E.18 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经发办 配合开展辖区内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2022-2025

E.19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经发办 配合开展辖区内加强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2022-2025

E.22 推广缓释肥应用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提高生产积极性。认真组织开展补贴资金

申报、审核公示等工作，及时落实配套资金。

2023

E.23 巩固水肥一体化应用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提高生产积极性。按照区有关要求，完成

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基地比例安排任务。认真组织开

展补贴资金申报、落实工作。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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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任务/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E.24 推广侧深施肥应用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配合开展水稻机械化种植同步侧深施肥示

范推广的服务组织。认真组织开展补贴资金申报、落

实工作。

2023

E.25 加强蔬菜绿色防控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提高生产积极性。认真组织开展补贴资金

申报、落实工作。完成区下达的考核指标。

2023

E.26 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提高生产积极性。做好化肥、农药施用量

统计。完成区下达的考核指标。

2025

E.27 土壤保育技术推广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认真组织开展补贴资金申报、落实工作。

完成区下达的考核指标。

2022

E.30
巩固主要农作物秸杆综

合利用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完成区下达的考核指标。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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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任务/项目名称 责任部门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E.31 完善地膜黄板回收体系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完成区下达的考核指标。
2022-2025

E.32 推进绿色食品认证 农服中心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
2023

E.34

持续深化和推进低碳示

范区建设，含低碳社区建

设、低碳发展实践区建

设、近零示范区等

规建办
积极组织低碳示范区申报、建设工作，含低碳社区建

设、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近零示范区等。
2022-2025

E.35 推进绿色社区创建 规建办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积极组织绿色社区创建组织申报、自评工

作。

2022-2025

E.45
“无废城市细胞”

创建
社发办

利用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加强政策宣传，扩大政

策知晓度。积极引导辖区开展“无废工厂”、“无废

乡村”、“无废社区”等无废细胞创建。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