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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这里每个季度都有不同的美”
南京高淳区着力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和垃圾分类，好环境带来好产业

◆◆朱泉朱泉 杨军杨军 诸定翔诸定翔 汪金宁汪金宁

前三季度兰州达标天数再增7天
城区 PM2.5浓度为 31微克/立方米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领
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公布了今年前
9 个月全区城市环境质量排名，
其中，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居全区首位，这也是今年以来，固
原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第 9 个月
排名全区首位。石嘴山市环境空
气质量同比变差。

今年前 9 个月，宁夏回族自
治 区 5 个 地 级 市 及 宁 东 能 源 化
工基地空气质量由好到差依次
为固原市、中卫市、吴忠市、宁东
能 源 化 工 基 地 、银 川 市 和 石 嘴
山市。

8 个市辖区空气质量由好到

差依次为原州区、沙坡头区、利通
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惠农
区和大武口区。按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排名，2 个
市辖区空气质量变差，变差程度
由大到小依次为惠农区、大武口
区；其余 6 个市辖区空气质量均
改善。

按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
比变化率排名，灵武市空气质量
持平，4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变
差，其余 9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
均改善，改善幅度由大到小依次
为同心县、海原县、盐池县、彭阳
县、泾源县、贺兰县、西吉县、中宁
县和隆德县。

本报记者吴玉萍兰州报道
近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大
气中国》最新报告，公布“2020 中
国蓝天百强城市榜”，甘肃省兰州
市综合得分位列榜单第六名。

今年前三季度兰州市环境空
气达标天数 235 天，同比再增加 7
天。城区 PM10、PM2.5 浓度分别为
71 微 克/立 方 米 、31 微 克/立 方
米，两项指标同比持平；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臭氧浓度同比分别
下降 12.5%、4.3%和 1.3%。

在大气污染治理步入深水区
的情况下，兰州市污染天数持续保
持下降态势，这得益于兰州市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据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

候 变 化 科 科 长 郭 靖 介 绍 ，2019
年，兰州市进一步优化一、二、三
产空间布局和发展定位，聚焦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突出节能环保绿色
产业发展，经济结构持续改善，发
展质量持续提高。2019 年三产
占比达到 64.86%，三产比重提高
2.02个百分点，增速为 9.24%。

此外，兰州市进一步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总量和碳
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能耗强
度和碳强度指标稳步下降，重点
领域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城
市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高层

次专家研讨会举行

站在流域视角推进
黄河生态保护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目前黄河流域治
理的内涵还不清晰，要站在流域的视角，梳理黄河流
域的科学内涵，从技术、工程、管理等方面推进黄河
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这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环境学院教授
胡洪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高层次
专家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研讨会由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承办。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是中国科协高水平科技智
库品牌系列活动之一。20 余位来自政府、高校、企
业、科研院所等专家学者出席，共同探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相关体制机
制问题以及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问题等，希望为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相关治理提出有效解决措施和
前瞻性对策建议。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教授级高工张金良表示，黄河流域水资源保
护与利用现状面临水资源短缺、洪水风险、水沙调控
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利协
同管理能力不足等六大问题。为了实现防洪保安
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张金良建
议，需要建立防洪减灾体系、水沙调控体系、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体系、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水土流
失治理体系、现代化流域水治理体系。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主任、
研究员卢琦则说：“黄河流域全域治理需尽快立法，
从法律的高度全面、系统地推进相关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铭江总结发言时强调，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巨大且复杂的系
统工程，既需要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实
施，也特别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针对重大问题、系统
性难题做深入的研究和科学论证，从而深入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黄河真正成
为人民的幸福河。

高淳区地处长江之滨、南京最
南端，是南京接轨融入长三角城市
群、宁杭生态经济带、宁宣黄成长带
和 G60科创走廊的重要节点。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三年计
划、打造全域美丽大花园，高淳区把
全域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将每
个村落作为景点来设计，将每户农
家庭院作为作品来改造，推动人居
环境由“整洁”向“美丽”、由“干净”
向“宜居”提升。

开展环境整治，污水不见
了，垃圾分类了

生 态 环 境 好 不 好 ，看 水 就 知
道。作为一个人口上千的大村，西
舍村曾面临污水处理的难题。污水
往家门口倒，是西舍村早年间的常
态，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肆意排放，
走进村庄，地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泥
水混着肥皂沫，不仅严重污染了生
活环境，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整 治 ，成 为 西 舍 村 的 头 等 大
事。为此，高淳生态环境局印发农
村环境连片整治三年计划和五年规
划，实施以生活污水处理为主的覆
盖拉网式综合整治。西舍村成为首
批污水治理试点村庄，铺设管道、接
管入户、修复开挖道路……目前，西
舍 村 已 完 成 所 有 污 水 处 理 整 治 工
作，村内污水管网实现全覆盖，并新
建日处理能力达 30 吨的污水处理
设施。

治水深入每村每户，结合水美
乡村建设，全面实施雨污分流工程

等项目，高淳区已实现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在规划发展村全覆盖，
2019 年底，主城区、集镇建成区管网
覆盖率分别达 95%、86%。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垃圾
处 理 。 在 青 山 社 区 垄 上 村 ，每 家
每 户 的 门 口 统 一 配 备 了“ 易 腐 烂 ”
和“ 不 易 腐 烂 ”两 个 小 垃 圾 桶 ，保
洁 员 曹 芳 莲 每 天 一 大 早 都 会 开 着
三 轮 车 挨 家 挨 户 上 门 收 集 垃 圾 ，
同 时 做 好 记 录 。 2019 年 ，高 淳 全
区 农 村 共 配 置 了 171 辆 小 型 密 闭
自 装 卸 垃 圾 收 集 车 和 3.2 万 个 塑
料 垃 圾 桶 ，拆 除 封 闭 4283 个 破 旧
垃 圾 房 ，彻 底 解 决 此 前 生 活 垃 圾
滞 留 村 庄 时 间 长 、容 易 孳 生 蚊 蝇 、
产 生 污 水 痕 迹 等 问 题 。 目 前 ，高
淳 农 村 垃 圾 分 类 已 基 本 实 现 自 然
村全覆盖。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好生
态成为产业底色

在垄上村，一家生态主题饭店
即将开业，饭店的投资者是一名来
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吸引他扎根
这里的重要因素，正是垄上村独特
的茶文化。

“我们通过打理村落水系、充分
利用农民闲置住房，结合现有一产
良好的基础和生态、交通条件，打造
智 慧 茶 园 示 范 基 地 和 茶 艺 文 创 基
地，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智
慧茶园种植、观光‘互联网+’茶产业
推广，兼具特色文旅、茶文化展示、
文创艺术基地，推动一产、三产互动

发展，实现乡村活力重振和农民致
富增收目标。”青山村支部副书记马
小华说。

生于 1985 年的沈涛是砖墙镇永
成村人。2013 年，他辞掉城里的工
作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养了 60 亩螃
蟹。去掉流转费和所有养殖成本，
亩均纯利超过 2000 元。“现在，政府
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很大，养殖
场周围一派田园风光，每个季节都
有不同的美，在这样的环境里搞养
殖，心情很愉快。”沈涛高兴地告诉
记者。

此外，高淳区通过举办金花节、
荷花节、螃蟹节等节庆活动，带动旅
游业和特色农业；大力调整农业结
构，建成省农业现代化建设试点区、
省园区农业建设先进区……

目前，高淳已拥有多家国家级
农业龙头企业，有机、绿色产品近百
个，注册各类农产品商标近 300 个。
从有机茶园、果园，到小茅山脚、垄
上，一批超大规模的特色经济农场
和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示范村在国
际慢城及周边地区铺开。

高淳区委书记吴勇强表示，全
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转型步伐不
断加快、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高淳
正按照“全域美丽大花园”的标准，
高标准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让优越的生态
基底与浑厚的人文积淀交相辉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画
卷，正在 802 平方公里土地上缓缓
展开。

本报通讯员陈婷 仲瑶卿 见
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扬杭州报
道 水泥工业作为浙江主要工业
污染物排放源之一，全省正加快
相关排放标准制订，水泥行业高
质量发展转型提速箭在弦上。

记者前不久从浙江省《水泥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
标准立项听证会上获悉，水泥行
业烟气排放提标已成为下一阶段
全省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和实现环
境质量改善的重要举措。

“从地域上看，杭州、湖州、绍
兴、金华、衢州等水泥企业分布较
多的地方，PM2.5 浓度省内排名靠
后。”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副
处长史一峰表示，从污染指标上

看，浙江臭氧浓度呈波动上升趋
势，而水泥行业排放量最大的氮
氧化物，是 PM2.5和 O3污染的重要
前体物之一。

本次《水泥工业大气污染排
放标准》拟主要规定水泥制造企
业（含独立粉磨站）、水泥原料矿
山、散装水泥中转站、水泥制品企
业及其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
求。标准适用于现有水泥工业企
业或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管理，以及水泥工业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
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
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管理。

浙江加速制定水泥工业排放标准
水泥行业烟气排放提标是下一阶段治气重要举措

宁夏公布前9月环境质量排名

固原连续9个月空气质量排名居首

南昌以移动源污染治理为抓手护蓝天
今年 1至 9月底，PM2.5浓度为 2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7%

本报讯 今年 1 至 9 月底，江
西省南昌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7%，空
气质量优良率为 94.2%，同比上
升 3.7 个百分点，在中部省会城市
排名第一。

“人防”+“技防”，加大
对排放超标车辆监管力度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采取“人
防”与“技防”相结合的举措，设立
覆盖全市的 10 个窗口开展机动
车环保达标准入审核，组建路检
抽检工作组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
查 和 入 户 监 督 抽 测 。 截 至 9 月
底 ，审 核 转 入 南 昌 市 机 动 车
16889 辆，累计抽测在用柴油车
2123 辆，其中超标 170台。

通过建设固定式、移动式遥
感和黑烟车电子抓拍系统，南昌
市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技防”力度
持续加大。

在货车出入口，记者看到 1
台固定式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正
在监测企业运输车辆情况。同
时，南昌市生态环境局还购置了
全省唯一一套机动车遥感监测
车，对超标的柴油车，通知车辆所
有人在 15 日内到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进行复检，复检不合格的
不得上路行驶。截至 9 月底，通
过固定式遥感监测累计监测车辆
226075 辆，发现超标车辆 375 辆；

通过移动式遥感监测累计上路检
测 车 辆 3735 辆 ，发 现 超 标 车 辆
28辆。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强化监管

南昌市围绕机动 车 排 气 检
验 能 力 、检 测 过 程 、检 测 结 果 ，
实施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
严管。今年 7 月 1 日起，全市统
一 对 机 动 车 环 检 增 加 OBD 检
查 和 氮 氧 化 物 检 测 ，进 一 步 提
升 了检测能力，确保机动车尾气
检测真实有效。

同时，南昌市生态环境局不
断 规 范 机 构 检 测 过 程 ，建 立 并
利 用 市 机 动 车 排 污 监 控 平 台 ，
进一步督促各检验机构规范机
动 车 排 气 检 测 。 截 至 9 月 底 ，
累计审验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
测 报 告 单 36.12 万 张 ，对 检 测 不
规 范 的 检 验 机 构 要 求 及 时
整改。

为确保监管到位，南昌市不
断完善机构检测结果倒查机制。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开展机动车
尾气排放检测工作时，必须对发
现的超标车辆进行重检，倒查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否规范检
测，对发现的存在违规问题的机
动车排放检测机构，依法依规严
格查处。

熊丹玮

智慧监管智慧监管““摸底数摸底数””精准发力精准发力““补短板补短板””专业收集专业收集““解难题解难题””

闯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闯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广东经验广东经验””
◆◆本报记者黄慧诚本报记者黄慧诚 钟奇振钟奇振

9.62万家危废单位纳入监
管云平台，信息化管理出成效

“现在坐在办公室电脑前操作，就可
以履行法定申报义务，还能在线完成不少
业务办理，省心又省事。”

像广州汽车本田有限公司、东江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一样“爱上”广东省固体废
物环境监管云平台的危废产生单位和危
废处理处置单位已有 9.62万家。

面对危废产生单位点多面广的特点
和各地基层管理部门人手有限的困难，广
东省以完善省市县联网、政府与企业共享
的监管云平台为载体，大力推进危废信息
化管理。目前纳入平台监管的危废单位
数 由 2017 年 的 1.86 万 家 增 长 到 如 今 的
9.62 万 家 ，增 长 了 417.2% ；申 报 量 也 由
356.3 万吨增长到 491.30 万吨，极大地提
升了监管覆盖面。

打开平台窗口，各项危废管理主要业
务一目了然。据广东省固体废物和化学
品环境中心副主任苏闯介绍，今年 1-9 月
份，通过平台网上办理年度申报登记、年
度管理计划、跨省转移审批、转移联单备
案等业务，就能节省至少 58 万次现场办
理，极大地提高了便民服务水平。

不仅如此，危废产生单位还能在平台
上方便地找到危废处置企业（目前省内、
省外共有 446 家），通过货比三家、自主选
择，极大地降低了处置成本。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也在信息化管理
中收获颇多。“各种海量资料信息，通过分
类整理和及时更新，让我们更好地摸清底
数，进一步提升危废处理处置设施规划建
设的针对性，实施有效管理和精准治污。”
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处副处长刘彩霞说。

“我们会努力做到更好。”苏闯说，平
台通过视频联网监控、智能电子地磅数据
传输、运输车辆车牌智能识别、无人机巡
拍等物联网技术试点应用，初步摸索出一
套危废从产生到贮存、转移运输、利用处
置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的管理模式。为进

一步检验企业在平台自行申报数据的真
实性，今年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又组织
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对电镀等 5 个重点
行业和广州等 4 个重点城市的危废申报
情况进行环境审计。根据环境审计结果，
对部分行业企业申报数据进行校核，对数
据差别较大企业，要求当地环境管理人员
做好申报服务指导。

在推进信息化管理的同时，广东省强
化区域联动、部门联动，推进危废跨省联
防联治，推动形成环境风险防范合力。

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率先签订《粤桂
危险废物跨省非法转移联防联控合作协
议》，探索建立“四项制度”，实施“六个合
作”，大力打击跨省转移倾倒危废违法行
为。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支持下，2019年
10月又牵头编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
广西五省（区）危险废物跨省非法转移联防
联控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联防联控合作
机制和内容，加快跨省转移审批，强化区域
利用设施能力共享。今年以来，跨省非法
转移倾倒固体废物案件大幅度下降。

为强化废弃危险化学品监管，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主动与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建
立联动工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排
除风险隐患。

精准发力“补短板”，危废
处理处置能力年底达 750 万
吨/年以上

废油泥、活性炭、有机树脂等各种危
险废物，预处理后拌进粘土、灰石中，送进
温度达 1450 摄氏度以上回转窑煅烧，实
现无害化处理，这是记者在江门华新水
泥（恩平）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

江门恩平水泥产能大，当地因地制
宜，支持水泥企业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危
废，把危废变成水泥原料，走出资源化利
用新路子。江门危废处置能力也迅速升

“档”，仅华新水泥厂每年最多可处置 9 万
多吨危废。依托水泥窑这一“大胃王”，华
新水泥厂成为江门“中西南北”四大危废

综合处置中心的西中心。危废处理业务
也给企业增添了新的经济收益。

“过去这些危废都是运给有资质的外
单位处理，仅运输环节就要一大笔支出，
还会带来运输污染。现在都是在我们自
己厂里处理，经济又环保。”

在“支持产废量大的企业自建危废利
用处置设施”政策指引下，从市中心搬迁
到南沙区的广州造纸厂，在新厂区新建了
危废处理焚烧炉。据统计，2019 年该厂
自我“消化”处理 5 万吨自产油墨废渣，省
去约 1亿元处置费。

区域性综合危废处置基地投资大、周
期长，社会资本不敢大规模投入。部分危
废缺乏资源化利用价值、处置技术难，民
营企业不愿意收，怎么办？

广东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国有企业
的“兜底”作用，去年由省财政安排 10 亿
元注资广晟、广业等大型国有骨干企业，
带动银行、社会资本等投入，重点建设 13
个危废处置项目，形成危废处置的基础性
重大保障。今年 8 月，汕尾市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正式投产，全省实现医废处理“一
市一厂”，为疫情医疗废物处置提供有力
保障。粤北危废处置中心年底就可投入
使用，东莞立沙岛危废综合处置中心等项
目也在加快形成处置能力。

“2019 年广东新增危废利用处置能
力 126 万吨，提前一年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新增 25 万吨/年焚烧和填埋处置能力的
整改任务。”刘彩霞说，截至 2020 年 9 月
底，全省有 138 家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
单 位 ，核 准 规 模 635.36 万 吨/年 。 预 计
2020 年底，利用处置能力将达到 750 万
吨/年以上，基本满足全省利用处置需求。

创新专业收集储存模式，
破解中小企业“处置难”

“我们按预约时间把危废打包好，处
置公司却说临时来不了，最长的时候拖了
6 个月。”两年前危废处置的窘境，让佛山
市 振 达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经 理 杜 兵 印 象 深

刻。由于危废量少，签约的大型危废处置
单位经常以路途远、不顺路等原因爽约。

2018 年底，佛山市生态环境局探索
开展危险废物专业收集储存试点，让杜兵
看到了希望。他通过市生态环境局网上
平台搜索专业危废收集企业，找到了佛山
碧海蓝天公司。“现在提前一周来电话预
约，准时上门清运，价格还比以前便宜。”
杜兵高兴地说。

“处置难、收费贵，问题非常突出，严
重影响中小微企业合法处置危废的积极
性。”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来奎介
绍说，佛山涉危废产生单位有两万多家，
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然而，去年底全市
只有 6 家危险废物持证经营企业，而且处
置类别少。

将收集、储存从“收集+处置”的综合
模式中分离出来。从 2018 年底开始，佛
山市开展危险废物专业收集试点，通过社
会公开招标培育了 19家收集试点单位。

新模式带来的是产废企业成本下降、
危废管理规范化等诸多变化。“有的企业
危废成本降了近一半。”碧海蓝天公司的
陈经理说，收集单位纷纷采取“拼车”、小
车快运、就近布点等模式加速收运，危废
处理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收
费明显下降。

为了收到更多危废，收集单位还进一
步向产废单位前端延伸专业服务如危废
如何储存、分类、放置，如何进行网上申
报、登记台账等。“这是生态环境部门对收
集单位的一个核心要求。”唐来奎说，“既
要鼓励竞争，也要防止恶性竞争导致非法
倾倒，我们正在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支
持收集单位优胜劣汰，并通过提高环保规
范化要求，提升收集单位的规模化、专业
化水平。

据悉，佛山试点经验也在广东省内进
一步应用推广，广州、中山等地也在开展
危废收集储存试点工作，形成了约 50 万
吨/年的危废收集贮存转运能力，为中小
微企业危废处置提供了有效助力。

“之前一吨树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费要1.1万-1.2万元，最高时达1.5万元；去年
10月起，降至8000-9000元，现在不到6000元了。”在广东松下电子部品（江门）有限
公司的危废贮存仓库里，公司环保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让松下等危废产生企业直接受益的是江门市一批新建危废处理处置设施的建成
投产。今年底全市危废处置能力将达到55.8万吨/年，较前两年增加了129.6%。“本地
运输距离近，可选择处理的企业多了，处理价格自然下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危废处理处置设施的加快建设，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促进了当地电子、
摩托车、化工等传统制造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曾因危废问题被生态环境部约谈的江门市的改变，折射了广东全省危废工作的巨
变。2018年底，广东这项工作还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被专项督察；一年多后，
却作为典型近日在全国性会议上作经验发言。

图为危废专业收集储存单位仓库管理人员正在扫描二维码。
钟奇振摄钟奇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