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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调查报告 1 

一、调查的起因 

最近，同学们都用自己的零花钱在周围的小摊前购置垃圾

食品。我决定去问一问同学们：他们的零花钱是怎么花的。于

是我和一个女同学一起进展调查。 

二、调查的方法和步骤 

我们采取问卷和走访这两种调查方法。 

第一步：我们发了 40 张调查问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

到小摊去买食品，一种是存起来上大学用。结果同学们大局部

都认可了第一种，只有 8 个同学认为是第二种方法(包括我)。

这令我非常绝望。 

第二步：我们又来到一个小摊旁，发现那里挤满了人，我

们数了数，发现男同学有 11 个，女同学有 10 个。这样的现象

让我们大吃一惊，又调查了几次，发现人数越来越多，真是不

可思议。我们看了看一些食品的包装袋，有的过期，有的没商

标，还有的是里面的调料危害人体安康。 

三、分析^p    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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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象，我和那位女同学进展了讨论和分析

^p    ，发现那些小食品里都有一定的危害。 

1、三无产品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 

2、小食品的塑料袋乱扔会污染环境。 

3、买小食品让同学们养成乱花钱的坏习惯。 

四、建议 

1、我们办了一张手抄报，题目是：远离垃圾食品，从我

做起。 

2、我们每天定时去食品摊去调查，把买东西人数的增长

记录下来。 

3、我们每天都要号召同学们和垃圾食品杜绝。 

垃圾调查报告 2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黄家埠镇工业区的快速开展，群众物质生活

程度不断进步，日产生活垃圾数量持续递增，而农村地区，存

在根底设施落后、农民生活习性落后等突出问题，生活垃圾、

污水乱泼乱倒现象随处可见，广阔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渐严

重，影响了高桥村的环境相貌和对外形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全村开发开放步伐，更威胁了广阔群众的身体安康。 

二、调查设计准备与调查过程 

〔一〕调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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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是乡镇管理及公共效劳的重

要组成局部，是关系民生的根底性公益事业。生活垃圾分类、

回收和处理及污染防治才能与程度相对滞后，亟需采取综合措

施加以解决。 

黄家埠镇高桥村建立工作正进展到关键性时刻，因此本镇

的环境相貌也就显得尤为重 

要，这也是申报评比的重要的考察因素。此次调查旨在理

解该村的生活垃圾搜集及处理状况，并作出该村垃圾处理现状

的结论，引起人们对生活垃圾搜集处理的重视，也进步人们环

境保护的自觉意识，并也使自身从此次调查中增强垃圾正确搜

集处理的意识，并从自我做起，做到生活垃圾标准搜集处理。 

〔二〕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1〕年龄：居住在黄家埠镇高桥村大约 16～50岁之间群

众，之所以选这个年龄段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所在地区，对所在

改地区及周边的卫生环境情况、垃圾搜集处理状况较为理解。

而且他们也比拟理解时事，对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意见，具

有一定代表性。 

〔2〕性别：男女不限 

1.调查样本数量：200份〔黄家埠镇 100 份，高桥村地区

100 份；实发 220 份，收回 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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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卷调查工程及数据：乡镇的清洁状况；垃圾箱的数量

及分布密集度；垃圾数量；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等。 

〔三〕调查过程 

〔1〕主要走访了镇的主干道和几个人口相对密集、人口

较多的老生活村庄 

〔2〕还有两个大型的农贸市场，有黄家埠镇菜市场和五

星菜市场〔即高桥村菜市场〕 

〔3〕新建的新型工业区，有 A区和 B区 

〔4〕以及夏天晚上人们较为集中的高桥村文化宫 

三、黄家埠镇高桥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黄家埠镇高桥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3 年来，黄家埠镇财政落实乡镇建立资金过亿元，有力支

持了乡镇道路、乡镇景观、环卫绿化等根底设施建立和重大民

生工程建立，进一步完善了乡镇功能，提升了乡镇品位。并在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活动期间，该镇政府向全镇人民发出

“‘低碳家庭、时尚生活、文明乡镇、绿色环境’投身乡镇建

立争做低碳一族”活动建议书，让百姓都切身参与到保护乡镇

环境，进步生活品质的建立中去。 

但是，据统黄家埠镇现日产生活垃圾近 100吨，其中镇日

产生活垃圾约 15吨，约占垃圾总量的 10%。在垃圾构成上，

塑料袋和塑料薄膜等无机垃圾及建筑垃圾所占比重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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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垃圾总量的 25%左右，这类垃圾不易降解，对环境污染较

大。目前黄家埠镇由于受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填埋场周边

截排洪沟等防污根底设施几乎都未施行到位。而且周边群众意

见强烈，所以，如今该镇垃圾搜集处理仍存在着严重棘手的问

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垃圾的堆放行为存在差异 

在问卷调查的第一题——“您是否为本地居民？”中，调

查到有 42%的居民是外地居民。黄家埠镇由于新建工业区，有

大量外地居民入驻，而高桥村尤为严重。在问卷调查的第四题

——“您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关注度高吗？”中，共有 80%的本

地居民选择了“C.比拟关注”和“D.高度关注”，本地居民对

于居住地的环境问题还是有很高的关注度的，而且一般把生活

垃圾打包投放于垃圾箱内；仅有 35%的外地居民选择了 C和 D

项，外地居民对环境问题关注偏低，迫切发现外地居民习惯随

手投掷生活垃圾。外地居民周边的空闲地、沟塘等已成为农村

“天然垃圾场”。垃圾的随意倾倒，对农村村容村貌、生态环

境造成了破坏。 

2．垃圾分类箱没有明确的分类，人们垃圾分类意识欠缺 

在问卷调查的第八题——“您是否理解生活垃圾的分类方

式？”中，调查到 73.5%的居民选择了“A.比拟理解，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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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因此，调查发现，居民普遍对垃圾分类的意识缺

少。在问卷调查的第九题——“您是否理解垃圾分类对环境的

好处？”中，69%的居民选择了“B.不是很清楚”。而且垃圾

箱也没有明确的分类，在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非常欠缺，政府

也没有明确提出分类的要求，这也是制约该镇垃圾处理的瓶颈

问题。 

3．政府部门对生活垃圾的处理力度不够，垃圾处理无秩

序 

在问卷调查的第五题——“您认为，目前环卫部门生活垃

圾搜集处理、中转、运输的根底设施配置状况如何？”的问题

中，46%的居民选择了“B.存在缺乏之处，有待改良”， 35%的

居民选择了“C.很不合理”，仅仅 9%的居民选择了“A.配置

合理”。因此，从这些答复可以看出，群众普遍对镇政部门在

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多数认为在生活垃圾回收处

理、环境保护方面，政府部门的职责最大，而且认为如今乡镇

等地区在垃圾处理设施方面的投入还很欠缺，垃圾回收机制还

有很大的问题有待解决。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 

1.乡镇居民的卫生意识不强 

由于受长期的卫生风俗影响，乡镇居民没有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加之政府缺少行之有效的教育引导，乡镇居民随意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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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生活垃圾的现象较普遍，已成为垃圾处理工作滞后的重要原

因。 

2.资金投入缺乏 

调研中理解到，镇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投入虽逐年有所进

步，但远远不能满足垃圾处理工作的必要支出。由于受经费的

制约，乡镇区垃圾中转站数量和垃圾转运车辆偏少，机械老

化，垃圾填埋场配套设施不全等，严重影响了镇区保洁质量和

垃圾处理效果。在农村，因经费原因，乡镇集镇保洁人员过

少，且工资偏低，公共卫生根底设施建立更为薄弱 

3．垃圾管理工作机制不活 

目前，黄家埠镇垃圾管理工作仅靠乡环卫部门单兵团作

战，各部门、各单位配合环卫部门做好垃圾管理工作的意识不

强，没有形成各部门、各单位互相协作、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

机制。并且整个社会的参与度不高，所以垃圾搜集、处理存在

合理的管理制度，造成如今的问题。 

4.该镇垃圾分类的处理的意识非常匮乏，绝大局部居民对

垃圾分类认识浅薄。 

垃圾调查报告 3 

1.固体垃圾的含义 

人类一切活动(包括消费与生活)过程产生的、对原过程丧

失原有使用价值而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或半固态和置于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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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

品、物质，通称为固体垃圾。 

2.校园固体垃圾的来 

校园垃圾是学生生活的场所，所产生的固体垃圾一般是来

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所以校园垃圾从场所来分类，分为：宿

舍、教学楼及图书馆、食堂和体育馆。 

而通过场所的不同及其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归纳出各个

场所所产生垃圾的主要类别。 

宿舍：一次性碗筷、果皮、易拉罐、食品包装袋等 

教学楼及图书馆：废弃文具、废纸、食品包装袋、废弃饮

料瓶、果皮等 

食堂：剩饭剩菜、塑料袋、纸巾等 

体育馆：废弃水瓶、饮料瓶、纸巾等 

3.校园垃圾的分类 

按照垃圾的性质我们可以把校园垃圾进展分类：可回收垃

圾、厨余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3.1 可回收垃圾〔无机垃圾〕：又称干垃圾、可回收垃圾

或可再生废弃物。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利用的废

物包括：废纸、 

废金属、废塑料、废玻璃、废织物〔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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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纸类。未严重玷污的文字用纸、包装用纸和其他纸

制品等，如报纸、各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片、纸盒

等。 

〔２〕塑料。废容器塑料、包装塑料等塑料制品，如各种

塑料袋、塑料瓶、泡沫塑料、一次性塑料餐具、硬塑料等。 

〔３〕金属。各种类别的废金属物品，如易拉罐、铁皮罐

头盒、铅皮牙膏皮等。 

〔４〕玻璃。有色和无色废玻璃制品。 

〔５〕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包、

鞋等。 

3.2 不可回收垃圾〔有机垃圾〕：又称湿垃圾、不可回收

垃圾或餐余废弃物。不可回收物指在自然条件下易分解的垃

圾，假如皮、菜叶、剩菜剩饭、花草、树枝、树叶等。 

3.3 有害垃圾：又称危险废弃物。包括：废电池、废日光

灯管、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废油漆桶、打印机墨盒等。另

外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污染——白色污染。随着冬日的北风到

处飘舞，特别是悬挂到树枝、建筑物的犄角、石块等处，红黄

白绿，随风噼里啪啦的飘舞。并且该种垃圾不易腐烂，田野、

河流湖泊、街巷等处随处可见。它的清扫、搜集、运输、处理

尤为令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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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

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

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 

4.校园固体垃圾的特点 

〔1〕垃圾成分复杂、数量持续增长。生活垃圾组成以有

机物成分〔厨余、果皮等〕为主，废纸，玻璃、塑料、金属等

可回收物质的比例相对较大，无机含量、易堆腐垃圾和可回收

废品含量持续增长。由于目前大学校园是社会的缩影，校园生

活垃圾已经向城市垃圾开展，其中化学品的含量越来越高，致

使这些垃圾被填埋地下数 10 年、甚至上 100年都不降解。 

〔2〕各场所垃圾类别区别明显，但穿插性大。由于校园

里各个场所功能性的差异，垃圾的类别区别较明显，如在教室

中一般以废弃的文具用品为主，而食堂那么以剩菜剩饭及一次

性碗筷为主。但由于学生的行为习惯的不标准，导致该出如今

食堂中的剩菜剩饭在宿舍中和教室中也大量存在。 

〔3〕垃圾未进展分类投放，垃圾处理不合理。校园中的

垃圾筒都未设置分类装置，所有垃圾都投放在一起，导致回收

垃圾难度较大。特别是未设置电池回收装置，对环境造成较大

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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