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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昆虫不简单 垃圾处理立大功
南京高淳区利用“黑水虻养殖转化”生物方法处理餐厨垃圾取得实效

◆本报通讯员关欣悦

虫界“小吃货”，吃光街道餐厨垃圾

资讯速递

上午十点左右，随着一阵鸣笛声，一辆密闭式罐装垃圾车停靠在江
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漆桥街道的一家基地大棚外，车上所运载的餐厨垃圾
正通过专用管道倾泻至预处理车间。这些本让人头疼的餐厨垃圾，摇身
一变，成为了黑水虻的营养食粮。

一分钟前还是佳肴，一分钟后成了垃
圾，餐厨垃圾因极易腐烂变质，传播细菌和
病毒，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潜
在危险源。

“以往经收集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基本
采用传统生物发酵法，能耗高、资本投入大，
高淳区一直在探索新型节能化餐厨垃圾处
理方式。”高淳生态环境局的负责人说，2019
年 10 月，黑水虻养殖转化有机废弃物示范
基地的出现，让高淳区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提起黑水虻，大家都比较陌生。它的
幼虫形似蝉，成虫却与苍蝇相似，属于腐生
性水虻科昆虫，主要以餐厨垃圾、动物粪便
等为食。”黑水虻养殖转化有机废弃物示范
基地的负责人简传坤介绍，由于黑水虻“不
讨喜”的外型，在基地建设前，附近的农户一
度对其安全性产生了质疑。

为解决周边居民的疑惑，简传坤耐心做

出解答，“黑水虻是一种安全卫生的昆虫，不
入侵人居，就算逃跑到野外，它们生活周期
也仅有一周左右，交配产卵后就会死亡。”而
在基地里的黑水虻则能“勤勤恳恳”吃光街
道的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含水率高达 80%-90%，且高
盐高脂，是黑水虻的上等食材,实现了餐厨
垃圾变废为‘宝’。”简传坤说。

每天上午十点钟，餐厨垃圾车将从集镇
和各村分类后的剩饭剩菜、蔬果瓜皮等运送
至此，再由基地的工作人员对餐厨垃圾进行
分拣、粉碎，并添加相应菌种进行发酵，再添
加麦麸等辅料，餐厨垃圾就变成了黑水虻的
饵料。

虽然黑水虻外形看起来不太“美观”，但
它们的“实力”不容小觑，在这个占地近两亩
的基地中，近亿万只黑水虻一天最多可吃 5
吨的餐厨垃圾,真正成为了餐厨垃圾的“终
结者”。

垃圾处理回归本源，建设自然生态链

记者跟随简传坤走进厂房内部，一个个
密闭房间正是黑水虻“工作”的地方。

“无论幼虫还是成虫，黑水虻浑身都是
宝。”简传坤透过玻璃向记者介绍，一排排自
动养殖架上“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水虻，而
地下的十多块养殖池中是不同“年龄”阶段
的黑水虻幼虫。

将发酵之后的餐厨垃圾均匀地铺在养
殖架上，幼虫便会自动钻进去开始“进食”。

“幼虫几乎 24 小时都在吃，每 100 克幼虫可
以吃掉 1 吨餐厨垃圾，经过 8 天的投喂，幼
虫就可以长为一条 2 厘米左右长的成虫。”
简传坤说，长大的幼虫会直接送进生产车间
的两个烘箱进行加工，加工后的虫干，蛋白
质含量超过 50%，是喂养鸡鸭鱼蛙等动物的
理想饲料。

除了“消灭”餐厨垃圾和“高蛋白养料”，
黑水虻的优势还不止这些。

“黑水虻生长过程中所代谢的产物，以
及未能吞食的垃圾，可以作为生物有机肥和
土壤的改良剂。养殖黑水虻的过程中也没
有臭气和废水等污染物，真正实现零污染、
零排放。”简传坤表示，示范基地周围是当地
农民所搭建的葡萄园和竹园，目前黑水虻的
粪便和食物残渣已经成了农场主们眼中的
抢手货。

走出基地，记者发现，成群的鸟儿在基
地的上空一直盘旋。简传坤笑着说，因为
黑水虻的成虫会生长出翅膀，总会有些漏
网的黑水虻成为这些鸟儿的“盘中餐”，但
正因为此，这里才成为了鸟儿加餐的“热门
地”。

政企合作，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湖北首个地市级土壤“档案馆”建成
可对 3万个土壤样品集中永久性保存和智能化管理

本报讯 13 个智能型密集柜依
次排列，架身的液晶屏上实时显示着
密集架内的温湿度和存放状态。走
进黄石智能土壤样品库，工作人员正
在将装入瓶中的土壤样品有序放置
在密集柜上。

据了解，在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的支持下，由湖北省生态环境
厅黄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建的湖
北省生态环境土壤样品制备流转（黄
石）中心智能土壤样品库（以下简称

“土壤样品库”）已于日前建成并投入
使用。建成后的土壤样品库可同时
对 3 万个土壤样品进行集中永久性
保存和智能化管理，满足全省“十三
五”至“十五五”期间的土壤样品容
量。这也是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建成
的首个地市级现代化的智能土壤样
品库。今后，在环境监测过程中采集
到的土壤样品将像档案一样“归档保
存”。

“土壤样品库可以收纳土壤环境
质量调查、土壤例行监测、土壤背景
值调查与监测、土壤污染科研及重特

大土壤污染事故分析等项目所采集
的土壤样品，以及河流湖泊底泥底质
样品等。”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样品库
刚刚建成，目前这里储存的土壤样品
还不多，有些暂存样品还没有入库。
今后，随着样品数量的不断增加，这
里将成为整个湖北省的土壤“档案
馆”。

“为达到长期存放的目的，对样
品瓶上的标签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工作人员拿起一个棕色土壤样品瓶，
所有入库的土壤样品瓶都需要粘贴
包含样品信息的内外双标签和带有
RFID 芯片的电子标签。为了防止
标签脱落，还采用激光刻字机在瓶身
刻制样品编码，使得一个样品具有多
种形式的身份保障。

据了解，土壤样品承载着丰富的
环境特征信息，通过对土壤样品的分
析可不定期获取不同历史年代的有
效数据，可为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制
订环境政策、确立土地利用规划、开
展土壤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 余桃晶 王笑媛

广东水质创下近5年最好水平
今年 1-6月，全省 71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为 85.9%

本报记者钟奇振 通讯员何闪闪
广州报道 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通报上半年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显
示，今年 1-6 月全省 71 个地表水国
考断面中水质优良率（Ⅰ-Ⅲ类）为
85.9%，全面消除劣Ⅴ类断面，“十三
五”以来首次全部阶段性达到国家考
核目标，水质创近 5 年最好水平，整
体水环境质量实现重大转折。

去年没有达标的 5 个劣Ⅴ类断
面，今年上半年全部消除劣Ⅴ类，实
现全省劣Ⅴ类断面“清零”。“如不计
溶 解 氧 指 标 ，水 质 优 良 率 可 达
88.7%。”省生态环境厅监测处负责人
介绍，广东不少河流属于感潮河流，
溶解氧控制是科技难题。此外，广东
县级及以上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 100%达标。

广东河网密布，水污染是广东的
突出短板。广东省委、省政府坚持把
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在全省工作的突

出位置，一开年就由省委书记、省长
联合签发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1
号令，4 月召开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推进会，高位推动强力攻坚。

“攻坚路径更加精准，众志成城
治污攻坚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省
生态环境厅负责人表示。广东紧盯
去年未消除劣Ⅴ类的 5 个国考断面
和未达到优良目标的国考断面，推动
省市联动，强化控源截污。每月定期
组织茅洲河、练江等重点跨界流域污
染整治协调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赴
20 个重点攻坚断面开展现场排查、
精准帮扶和督导工作，加密加强水质
监测和研判分析。

“下半年，广东将加快完成 872项
重点工程措施，精细化管网接驳和污
染溯源，发挥治污工程关键作用。加
快推进初期雨水和污水溢流防治工
程建设，管控好雨季这一突出变量，
减轻雨季水质突变造成的达标压力。

为控制臭氧污染，山东省淄博市生态环境局临淄分局日前成立 5 个
专项检查组，深入石化、化工等企业，利用便携式检测仪，抽查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控制情况，以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排放量。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企业厂区用便携式检测仪对生产设施阀门处进行
挥发性有机物检测。

勾兆涛 孙凯董若义摄

南昌治气“百日攻坚”见成效
PM2.5年均浓度为 29.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8%

杭州留下河：留下美丽的乡愁
◆◆本报记者朱智翔晏利扬 通讯员诸敏芳 刘顺杰

白墙墨顶，清波绿影，浙江省
杭州市西溪湿地边的留下镇在江
南烟雨的晕染下如一幅淡彩的宣
纸画；走进留下，廊棚苍老，弄堂
幽深，似乎穿越在久远的历史长
廊中。

八百多年前，宋高宗游览西
溪湿地时，大赞“西溪且留下”，于
是 西 溪 边 的 这 座 古 镇 便 叫“ 留
下”。小和山、屏基山等群山在留
下以南连绵起伏，山溪汇聚成留
下河，向北流经西溪湿地，并入杭
州市区河网，一直通连京杭大运
河，全长 1840 米，杭州现存最古老
的 石 桥 —— 始 建 于 南 宋 的 忠 义
桥，便坐落于留下河。

繁华河变污臭河

63 岁的陈水莲从出生就一直
没有离开过留下河，亲眼见证了
留下河从“清”到“浊”，再由“浊”
到“清”、再到“美”的全过程。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留下河
上的盈春桥边，那时的河水特别
干净。我和小伙伴最喜欢的就是
在河里玩，游泳、摸鱼、抓虾等都
是我的‘拿手好戏’。天热时，我
还会和我的堂哥们一起表演‘看
家本领’，由我站在桥头‘一跃而
下’，哥哥们则负责在水里‘接应’
我。”回想起小时候，陈水莲的话
匣子一下打开了。

“不仅如此，留下河从前是一
条‘贸易河’，是留下镇最热闹的
地方，杭州的龙井茶从这里通过
水路运往全国各地。”陈水莲指着
不远处紧靠老街的河埠头说，一
个个深浅不一的栓船缆绳小洞布
满埠头，依稀能看到当年的繁华。

随着城市的发展，河两岸商

铺和厂房越盖越密，直排河里的
污水也越来越多，“贸易河”的“繁
华”逐渐被“黑臭河”的“污名”所
掩盖。“很长一段时间，留下河污
浊泛起、气味难闻，我们都是捏着
鼻子匆匆走过，也感到很心痛。”
说起这些，陈水莲至今依然心有
余悸。

原住民化身巡河员

“1995 年 ，街 道 决 定 对 留 下
河 进 行 整 治 。 河 道 西 面 的 居 民
房 要 全 部 拆 除 ，我 家 也 在 其 中 。
我 们 被 安 置 在 留 下 河 附 近 的 一
栋楼房里。因为住得近，我有幸
见证了河道的变化：周围的工厂
慢慢都关停了，河道里的垃圾被
捞 干 净 了 ，河 边 加 筑 了 河 磡 、搞
起 了 绿 化 、修 起 了 围 栏 ，原 先 的
青石板路也加宽了。再后来，新
房子造好了，就在原先留下河边
的‘孙明亭’，那是以前村里老人
调 解 事 情 的 地 方 。”说 起 重 回 清
澈、越变越美的留下河和河岸边
自己的新房子，陈水莲笑得合不
拢嘴。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主
动去巡河。每天早晚都会花 40 分
钟去转一圈，一天下来能走两万
多步。后来慢慢养成了记日记的
习 惯 ，每 天 水 质 怎 样 、哪 里 有 垃
圾、有没有污水排出等情况都会
详细记录，小问题就自己解决，解
决不了的就打电话或发微信到居
民共治群里上报给社区。”陈水莲
一边翻着巡河日记一边说，每个
月自己都会进行总结，并把情况
上报，帮助存在问题的地方更好
地找到不足，开展工作。

“前些年，我平时做得最多的

工作就是劝阻，有网鱼的、有乱扔
垃圾的、还有河里洗拖把的，碰到
这些情况我都会上去劝一劝，有
时候别人不理解，又是街坊邻居，
指 责 我 多 管 闲 事 。 我 可 不 管 这
些，现在水好了是多么不容易，可
不 能 再 毁 了 ，我 是 不 劝 离 不 放
弃。时间久了，大家的环保意识
也强了，类似情况就少了很多，我
们的付出总算没有白费，我打心
眼里高兴。”陈水莲笑着说。

帮助小朋友从小树牢
“爱河护河”意识

2017 年，留下历史街区开始
了新一轮整改提升，留下河迎来
了第二次整治，周围居民自建房
再一次拆迁，陈水莲也搬去了附
近的商品房小区。但陈水莲巡河
的脚步并未停歇。

“多年下来，巡河已经成了我
的习惯。”陈水莲望着留下河自豪
地说，“2019 年，我被正式聘为‘民
间河长’，还组建了‘古韵留下民
间护河队’，大家一起巡查，劲头
更足了。”

除了每天巡河，陈水莲还积
极到社区参加治水讲座，特别是
小朋友，有机会就带领他们现场
巡河，帮助他们从小树牢“爱河护
河”的意识，留下家乡的印记。

“留下家乡的印记，更要留下
对家乡的情感，让这份乡愁蔓延
铺展。未来，留下河将与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贯通，湿地公园的游
客可以坐上游船一路驶入留下老
街，一睹江南古镇的风采。”站在
忠义桥头，望着整治一新的留下
河，陈水莲满脸盈溢着幸福，美好
生活不正是这样吗？

上海创立废酸定向
资源化再利用新模式
累计转移利用高品质废硫酸 5000 余吨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上海报道 上海
被赋予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高地的重大任务，随着产
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废酸环境无害化处置成为突出
问题。记者日前获悉，上海创新建立的一种废酸定
向资源化再利用新模式已试点成功，总体上稳定解
决了集成电路产业废酸处置出路问题。

“新模式将集成电路制造产生的废硫酸变废为
宝，进入钛白粉生产企业替代原料进行定向资源再
利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废酸处置出路难、处置费用高
的难题，还有力促进了废酸利用单位升级改造，精准
转型、绿色发展。

据了解，去年年底上海出台《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同意本市 4 家企业废硫酸定向资源化再利用备
案的通知》，深入开展试点工作。中芯国际等 4 家单
位陆续将全部需委外处理的废硫酸交由上海澎博钛
白粉有限公司点对点利用，累计转移利用高品质废
硫酸 5000 余吨。

除此之外，废硫酸利用全过程严格落实各项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源头建立了钛白粉用集成电
路制造行业废硫酸团体标准，运输环节选用废硫
酸运输的危废专用车辆，末端形成了可满足近期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需求的 4 万吨每年废硫酸利用
能力。

项目试点行业技术专家钟声浩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按照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对废硫
酸处理费最低 1400 元每吨计，中芯国际对 5000 吨
废硫酸再利用量计，年减少废硫酸处理费支出 530
万元。

钟声浩介绍，经试点论证，废酸再利用单位利
用废硫酸生产钛白粉，不需要调整现有工艺，废硫
酸回用技术具有很强的技术可行性；利用过程不会
增加额外的污染负担，不会增加环境风险，不会影
响产品的质量，符合“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原则；这种新模式延长了产业链，具有很
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循环经
济产业需求。

据了解，南京市高淳区漆桥
街道作为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试点街道，从 2017 年 9 月起，
就全面推开垃圾分类工作，按照

“农户初分+保洁员定时上门”的
分类收运方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到 2019 年已实现了 986 个
自然村全覆盖。

在分类投放上，持续推动垃
圾分类知识进农村、进校园等，推
广简易便知、简洁易行的可烂垃
圾和不可烂垃圾“二分法”，免费
向 全 街 道 农 户 发 放 分 类 小 桶
9400 组，各自然村配置四色分类
大桶 1380 个，配备垃圾分拣员上
门收集并予以指导，带动村民养
成垃圾分类投放习惯。

在分类收集上，建成生活垃
圾分拣贮存中心，将街道范围内
转运的可分类回收以及大件垃圾
进行分拣后，按照各自属性，暂存
于各个功能区，定期进行清点。

在分类运输上，启动实施垃
圾清运“公交化”收运模式，配备
电动收运车 10 辆，1 吨密封式垃

圾运输车 8 辆，重型自卸密闭式
垃圾运输车 1 辆及 2 套垃圾压缩
设备箱，在各自然村建成垃圾分
类公交化站台 78 个，由垃圾分拣
员上门收集分拣后，运送到分类
存放点，再由街道环卫所集中拖
运和处理。

利用“黑水虻养殖转化”生物
方法是高淳区处理 餐 厨 垃 圾 的
首次尝试。“将黑水虻连结到餐
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体系中，不仅
缓解了传统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理方式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等问
题，还有效解决了餐厨垃圾的资
源化利用。”高淳生态环境局负
责人说。

下一步，高淳区将继续通过
政企合作共建，积极创新更多垃
圾的处置新模式，为垃圾分类处
置提供一条新途径。同时，高淳
区将积极支持黑水虻养殖转化有
机废弃物示范基地的进一步发
展，根据目前的运营模式形成“高
淳经验”，向其他街道乃至全市进
行推广。

本报讯“看，今天的云像棉花
糖，快拍下来。”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蓝天白云出现频率很高，天空中的云
朵造型各异，市民们纷纷在朋友圈参
加“南昌蓝摄影大赛”。

据了解，6 月 1 日起，南昌市开展
“百日攻坚”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
组，市委副书记、市长任组长，成员包
括全市各部门主要领导。在市委、市
政府的带领下，各级政府、各职能部
门积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管行业
必须管环保”的要求，成立 10 个专项
治理工作组，计划利用 100 天左右时
间，集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
动。

各部门针对 10项整治工作，出台

了相应的治理办法、方案及相关制度，
并对全市扬尘治理、餐饮和露天烧烤
油烟治理、混凝土搅拌企业扬尘、汽车
尾气管控、秸秆禁烧治理、燃煤锅炉治
理及工业废气治理等专项治理，开展
巡查、暗访，实地查看了情况，对发现
的问题，定期发布督查通报。

自实施大气污染“百日攻坚”以
来，全市市县两级的政府共同参与，
4000 余人参与行动，南昌市生态环
境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15 个部
门联动，各部门压实责任、精准施治，
空气质量得到初步改善。截至目前，
南昌市 PM2.5 年均浓度为 29.5 微克/
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5.8% ，优 良 率 为
93.8%，同比持平。

熊丹玮

图为高淳区黑水虻养殖基地
外观和黑水虻成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