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2020 年秋冬季监
督帮扶第一轮次帮扶人员进驻帮
扶城市，来自四川省成都市金堂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中队长何健平如期到达了帮扶城
市保定，这次帮扶聚焦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监督检查和清洁取暖
保障两个重点专项帮扶任务，何
健平所在的河北省保定市 20 组
主 要 负 责 保 定 市 1 个 县 ，8 个 乡
镇，144 个村燃气供应保障情况
和“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改造完
成情况的排查。

帮扶时间刚过一半，何健平就
已深入 270 余户村民家中核查群
众清洁取暖情况，他详细询问、仔
细记录，在和村民沟通的过程中不
断宣传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了解到
村民对这项既环保又温暖的政策

给予高度赞扬，看着村民脸上展开
的笑颜，何健平感慨良多，他用一
首诗记录下了这次帮扶的感受。

战地诗集
——温暖蓝天

往冬灰霾遮北地，家家燃煤以御寒。

既要温暖又环保，改气改电可两全。

走街串巷思想做，广播电视忙宣传。

绿色卫生又省事，政府补贴超万元。

凛冬将至取暖紧，千里赴冀刻不缓。

未改先拆决不许，温暖过冬是底线。

环望村村管道通，眼见家家气表安。

人人皆赞政策好，男女老少挂笑颜。

强化监督帮扶，是今年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的一项
重要考核指标，何健平所在的成
都市金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异地帮扶感触多异地帮扶感触多积极练兵出效果积极练兵出效果
———四川金堂积极参加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四川金堂积极参加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监督帮扶监督帮扶””

执法大队更把监督帮扶当成检验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能力、发现问
题能力、调查处理能力的一种方
式，坚持所派人员都是精选尖兵
良将，力争每次都能取得优异成
绩，同属于金堂大队的刘佳锋在
2020 年 8 月全国夏季臭氧污染防
治监督帮扶工作时也获得了部里
的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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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项目中，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完成的“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自动监管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
目 针 对 地 表 水 水 质 自 动 监 测 结 果
与 手 工 监 测 结 果 不 可 比 的 技 术 瓶
颈问题开展攻关，首次自主创建了
国 家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自 动 监 管 技
术 体 系 ，建成了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自动监测网络且实现业务化运行，
为国家地表水环境管理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持。

项目建成以国产自主知识产权
仪器为主，由 1794 个水站组成的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覆
盖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七大流域，
成为目前国际上覆盖幅员最辽阔、规
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自动监测网络，标志着我国水质监
测网络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获得国
际领先地位。

获奖项目中还不乏一些关键材
料装备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先
进技术。北京科技大学吴爱祥教授
牵头完成的“基于膏体技术的尾矿源
头减排绿色处置关键技术及成套装
备”项目，通过将矿山固废环保、安全
地回填至井下采空区，有效解决了我
国矿山固废污染和采空区安全两大
难题，也扭转了长期以来膏体充填的
核心技术和装备依赖国外的现状。
目前，成果已应用在国内外多个大中
型矿山，实现年利用矿山固体废物近
2000 万吨，产生了很好的环保及经
济效益。

环境技术进步奖凸显清洁生产、技术融合、核心技术攻关等多个领域取得的进步

获奖项目科技和经济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陈婉 丁瑶瑶

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的关系，使二者实现良
性互动？日前，由中国环境报社
主办、环境经济杂志和中国环境
报社理事会共同承办的首届环境
经济年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和
企业代表围绕“完善环境经济政
策 构建生态经济体系”畅所欲言，
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言献策。

发挥环境经济政策
作用，促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
发展，正是为了建立新型的环境
与经济关系。”生态环境部综合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围倒逼”
与“内部融合”是“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的新格局，反映了环境
与经济关系的新形态，把“监管
倒逼”与“融入合作”相结合，内
外兼修，并行推进，以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的
主要路径。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
究员、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
所所长葛察忠表示，通过建立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能有效协
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之间的关系，打通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

他说，围绕生态资源指标产
权交易、生态修复价值提升、生
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等，不
少地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有效模式。但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三个主要环节——生
态产品范围界定、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上，依
然存在不少问题。

在他看来，问题主要集中在
认识不统一、范围难界定，核算
不规范，生态产品供给主要由政
府主导，发挥市场作用的政策机
制不健全以及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不充分等方面。

“要构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他
说，针对产权不明晰的生态产品
和服务，完善环境资源产权制
度；构建科学合理统一的生态产
品价值评估体系，推动价值实
现；调整环境资源价格政策，推
动财政补贴和绿色税收的支持
和引导，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体
系；推进环境权益有偿使用和交
易，拓展绿色投资。

企业推进自主治
污，自觉践行绿色发展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在优化
产业结构、促进污染减排、限制
黑色增长、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主体各自
发力，探索出了适合自身的企业
环境信用建设之路。

“2019 年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用平台启用后，生态环境部首次
公开限期整改企业名单和环境
影响评价失信‘黑名单’。”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鹏
表示，这一做法倒逼企业和环境
技术服务机构遵守法律法规规
定，开展规范化管理。未来，环

境信用评价体系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为此，公司制定了明确的
环境管理目标，建立了 EHS 管
理体系，设置了专门的环境管理
机构，同时强化培训，分层级进
行环保专项培训。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陈清顺则说，公司推进
智能化工厂建设，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企业运营质量；推进绿
色工厂创建，实施超低排放，引
领行业绿色发展；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修复生态环境。

依靠技术和发展模
式不断创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

企业共识。
业内人士表示，企业只有依

靠技术和发展模式的不断创新，
才能真正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会上，环保企业代表就危险
废物无害化处置、超低排放、生
态修复、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处
理等环境治理技术与路径进行
了深度交流。

比如，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推出装配式污水处理
系统，开启了工厂化预制污水处
理系统的新模式。预制装配式结
构就是一个超级大设备，只需像
搭积木一样就能建成，复制性强，
行业聚集度高，未来甚至能推动
整个污水处理产业链条的改变。

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构建生态经济体系构建生态经济体系

首届环境经济年会在京举行首届环境经济年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
员陶佳长沙报道 近日，全国
锰业技术委员会电解金属锰
单位联盟扩大会议在长沙召
开。会上，全国 40 余家电解
锰单位签署联盟公约，推动
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公约要求各联盟单位加
强锰矿矿场的管理建设和集
约化开采，激活国内市场要
素，保证锰矿资源不被浪费，
使锰矿开采地区的生态平衡
不受到破坏。

联盟积极倡导行业企业
妥善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关系，实现“废水不外流、废
气不外排，废渣综合利用”，
监督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确
保达标排放；积极呼吁行业
内企业团结一致行动起来，
切断私货运销渠道，动员成
员单位向有关部门提供企业
违法线索，并积极协助案件
的侦破，严厉打击走私和偷
漏税行为。

全国锰业技术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签

署联盟公约，将进一步强化
行业自律和共治，促进企业
自觉对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标准要求，共同营造和谐
生态，助力锰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

锰金属是现代工业的基
础性原材料，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防军事工业不可替
代的原材料，也是“十四五”
期间战略物资储备相关规划
品种。电解金属锰作为我国
锰业的主要产品，广泛应用
于各种电器元件以及钢铁冶
炼等。

我国是电解锰生产和出
口大国，2019 年中国电解锰
产量 153 万吨，占全球产量
的 96.6%。 近 年 来 ，我 国 金
属锰行业尤其是电解金属锰
行业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私挖乱采屡禁不止、清洁生
产和污染治理技术总体水平
仍较为落后、生产企业环保
投入不足，环境安全隐患较
为突出。

40余家锰业单位签署联盟公约

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和共治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河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关于制定河
北省 2021-2025 年度主要污染物
排放权交易基准价格的通知。

《通知》规定了主要污染物排
放权交易基准价格和有效期，即
二氧化硫 7500 元/吨、氮氧化物
9000 元/吨、化学需氧量 6000 元/

吨、氨氮 12000 元/吨，有效期为 5
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这一交易基准价与
现行交易基准价相比，均提升了
50%。

《通知》要求，各地要规范交
易行为。排污权交易应在自愿、
公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优
化环境资源配置的原则下进行。

加强交易价格管理，主要污染物
排放权交易基准价为交易底价，
市场成交价不得低于交易基准
价。同时，各地要抓好监测评估，
加强对排污权交易的跟踪监测，
对实施成效进行定期评估，进一
步健全完善基准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确保排污权交易在全省污染
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河北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基准价格
四项主要污染物交易基准价均提升50%

◆本报记者徐卫星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近日正式揭晓第二届环
境技术进步奖结果。“高盐
难降解工业废水减量化和
资源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等 36 个项目脱颖而出，其
中 一 等 奖 10 项 、二 等 奖
26项。

本届奖项评审较上届
更严格，含金量十足。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授奖比
例不超过有效申报项目的
30%，同时增加线上申报、
专家背对背打分等评审程
序，保证公平公正。

“从 2020 年环境技术
进步奖获奖项目中可以看
到，我国在清洁生产、传统
产 业 与 环 保 产 业 技 术 融
合、核心技术攻关、治污工
艺深度优化、二次污染防
治、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等
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
进步。”这位负责人说。

“今年协会共收到提名项
目 135 项，79%的项目由企业
牵头完成；获奖项目中有 21
项由企业牵头完成，占获奖项
目总数的 58.3%，体现了奖项
以产业技术为主，凸显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的特色。”中国环
境保护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 119 家获奖单位中有
14 家上市公司，成果包括国
际 专 利 12 项 、发 明 专 利 646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864 项 ；
2017 年-2019 年，获奖项目相
关产值高达 935 亿元，实现利
润 121 亿元，出口创汇 10.8 亿
元，充分体现了我国环保产业
技术的科技水平和经济贡献。

他还表示，提名项目共涉
及 354 家完成单位、1505 位完
成人，超过一半的完成人有高
级职称，环境技术进步奖已成
为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奖励。

今年的获奖项目有哪些
亮点？

高浓度、高含盐、难降解废
水一直是工业废水处理的难
点。同济大学张亚雷教授牵头
完成的“高盐难降解工业废水
减量化和资源化关键技术及应
用”、四川大学赖波教授牵头完
成的“高难度化工废水处理关
键技术装备及应用”两个工业
污水处理项目，同时荣获一等
奖。项目涉及的改进型微电
解、催化氧化、膜分离、蒸发结
晶等系列工艺装备，已广泛应
用到制药、农药、染料、煤焦化
等重污染行业的污水治理，技
术水平和应用效果获得评审专
家的充分认可。

工业烟气治理技术依然是
我国环境技术领先领域。浙江

大学吴忠标教授牵头完成的一
等奖项目——“燃煤工业锅炉/炉
窑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控制关
键技术研发”成果，已应用到 30
个省的 600余套烟气治理工程
中，并出口至日本神户制铁、韩
国现代制铁等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朱廷钰研究员牵头完成
的一等奖项目——“烧结烟气
循环减量耦合逆流式活性炭
超低排放控制技术与应用”，
创新地开发了烧结烟气选择
性循环节能减排技术，实现源
头气量削减和一氧化碳过程
减排，在河北钢铁集团全面推
广，为钢铁烟气治理提供了新
的技术思路。两项成果表明，
我国在烟气治理领域保持了
优势和活力。

今年，传统行业的污染防
治绿色技术受到关注。其中，
石化、交通行业的多个项目获
奖。荣获一等奖的有中国石油
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李兴春研究员牵头完成的

“水基钻井废物不落地处理及
资源化装备与工程应用”，以及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邵斌总工程师牵头完成
的“城市轨道交通装配式浮置
隔振轨道关键技术及应用”。

此外，全过程减排、资源
循 环 利 用 也 是 关 注 的 重 点 。
中国科学院大学郝郑平教授

牵头完成的“包装印刷行业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全过程减排
控制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一
等奖。项目解决了从环保油
墨到环保助剂、从配套印刷设
备到印刷尾气处理的全过程
污染治理技术问题，获得发明
专 利 102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352 项，为 22 项国家、行业或
团体标准提供技术支持。

项目成果中的 10 项技术
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国
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是
典型的从清洁生产到末端治
理的绿色技术体系，对解决其

获奖项目相关产值高达近千亿元

21项由企业牵头完成，占获奖项目总数58.3%

突破工业治污瓶颈

科技攻关持续投入，烟气治理等技术难点被逐步攻克

传统行业污染防治绿色技术受关注

全过程减排、资源化利用体现我国持续研发优势

多项技术引领国际水平

关键材料装备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

他 行 业 的 污 染 问 题 具 有 重 要 借 鉴
意义。

清华大学侯德义副教授牵头完
成的“复合污染土壤低扰动多维协同
修复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也获得一
等奖。项目团队关注土壤修复行业
的绿色化发展，从绿色修复材料、多
技术协同、原位无损修复及二次污染
防控等全部修复链条出发，对土壤污
染修复进行全程优化，项目成果为多

项国家及地方标准、指南、政策制订
提供支撑，显著提高了我国污染场地
绿色可持续修复水平。

“一方面传统环保技术得到大幅
优化改进，在研发优化中降成本；另一
方面，清洁生产资源回收并重，从循环
利用中得实惠。我国环保产业技术体
系已形成末端治理、源头减排、资源回
用多方面协同进步的发展新格局。”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
齐报道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了解
到，以拆解废旧汽车为主的
乌鲁木齐市重点循环经济项
目日前在甘泉堡经开区静脉
产业园破土动工。建成后，
年可拆解 10 万辆报废汽车，
再生利用近 8 万吨废钢、废
铝、废铜、废塑料、废橡胶、废
玻璃、各类纤维等。

这一循环经济项目为新
疆鼎恒达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废旧物资再生园项
目（以 下 简 称“ 再 生 园 项
目”），总投资 6.48 亿元，占地
300 亩，预计两年后完工，届
时将建成一个年拆解 10 万
辆报废汽车的废旧物资再生
基地，可解决就业 200 余人，
实现年均销售 4.34 亿元，年
利税 0.67亿元。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甘泉堡经
开区建起了以再生资源回收
和循环利用为主的静脉产业
园，再生园项目是静脉产业

园 区 引 进 的 重 点 循 环 经 济
项目。

“再生园项目的开工，不
仅完善了静脉产业园区循环
经济业态，也将大力促进全
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甘
泉堡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
北说，“废旧汽车是城市的一
座隐形‘矿山’，产业园建成后
既开采了‘矿山’，也严格按照
国家生态环保要求不产生二
次污染。”

新疆鼎恒达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董事长于思海说，“未
来还将建成集回收体系网络
化、产业链条合理化、资源利
用规模化、技术装备领先化、
环保处理集中化于一体的再
生资源回收基地。”

新疆外贸财务公司总经
理郭建军说，目前全疆处理
废旧汽车企业 26 家，处理能
力及技术都需升级，再生园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将 促 进 废
旧 汽 车 利 用 标 准 化 集 约 化
规 范 化 发 展 ，助 力 形 成 全
疆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和集散
市场。

重点循环经济项目落户乌鲁木齐甘泉堡

年可拆解10万辆报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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