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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冷鼓工段一种简洁安全高效的环保新工艺项目冷鼓工段一种简洁安全高效的环保新工艺““焦油焦油
提纯及其固废处理系统提纯及其固废处理系统”。”。

竣 云 环 保 科 技 工 程（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一期、二期焦化工程项目

《“十四五”生态环境创新工程百佳案例汇编（2021卷）》入选项目公示

内蒙古包头鑫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
黄金”）始建于 1989 年，前身为哈德门金矿（也称“哈达门金
矿”），由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占 82%）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九原区财政局（占 18%）共同组建的，以黄金为主业，是一家集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选冶、销售于一体的矿山企业，主要产品
为合质金。

为健全环境管理组织机构体系，鑫达黄金按照相关法律
要求，成立了由党委书记、董事长为主任，总经理、环保副总经
理为副主任，中层正职为成员的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下设环
境保护专职机构“环保部”，负责企业环保日常工作，并在每年
年初重新修订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形成层层有压力、人
人有责任、协同管控抓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2008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安监局和鑫达黄金共同出资组
建了包头鑫达矿山救护中队，担负着鑫达黄金及内蒙古西部
非煤矿山的救护任务。自成立以来，救护中队先后参加了包
头市壕赖沟煤矿透水事故、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兴亚煤矿
瓦斯爆炸事故、黄河包头段抗洪抢险等救援工作，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选厂浸前浓密在浓缩机中经过浓密
后溢流上清液返回磨矿工序，这部分废水在浸前浓密和磨矿
工序中循环使用；浸出后尾矿经管道输送至干排车间，经过陶
瓷过滤机压滤后含氰溢流水，全部返回到选厂 2000m3的生产
高位回水池中，沉淀澄清后返回选矿工艺流程重新利用。
2015 年，鑫达黄金投入 59.5 万元建设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
站，生活污水经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选矿生产；2020 年，投入
30余万元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确保其高效运转。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鑫达黄金于 2013 年投入 303.92 万
元分别在选厂原矿车间、粗碎车间等车间安装袋式除尘器，确
保一般性粉尘达标排放；2016 年，投入 275.94 万元将原有供
热系统由燃煤锅炉替换为燃气锅炉；2020 年，投入 900 余万元
将原有供热系统由燃气锅炉替换为空气能热泵，完成供热系
统清洁能源替代工作；尾矿库采用铺设防尘网、草袋子，喷洒
环保抑尘剂并增设环保除尘雾炮机进行抑尘。

为实现选冶厂安装核子浓度计以准确测量尾矿浆浓度，
鑫达黄金按照辐射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了核子浓度
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和原三枚退役放射源收贮备案工作，并

从辐射安全组织机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辐射安全许可以及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等 10 个方面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
体系；现场安装核子浓度计防护网、应急箱、应急钳以及安全
监控设施并挂设符合规范要求的“当心电离辐射”安全警示标志。

此外，鑫达黄金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矿经皮带运输排
放至底部和两侧均铺设 HDPE 土工膜的尾矿库内，采用强化
自然降解法进行处置；对井下采掘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大
部分直接回填至采空区，剩余废石外售至建材加工企业。

“十四五”期间，鑫达黄金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生态环境
保护方针政策，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靠
科技进步，推进清洁生产，确保公司环保手续完善、环保设施
健全、污染物严格达标排放，努力实现矿产资源集约化、开采
方式环保化、生产工艺清洁化、道路运输无尘化、公司管理制度
化、闭坑矿区生态化，促进公司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鑫达黄金鑫达黄金：：坚守环保底线坚守环保底线 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2021 环保诚信企业巡礼

鑫达黄金职工活动中心池塘鑫达黄金职工活动中心池塘

竣云环保科技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竣云环保
科技”）始创于 2008 年，总部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中庚环球创
意中心，是一家集高端环保节能装备制造、危固废循环利用工
艺研发、创新工业互联网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于一体的综合技
术服务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目前，竣云环保科技与中钢集团、中冶焦耐工程、中
化学赛鼎工程、中国宝武集团、首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旭阳
集团等一大批中国煤焦化行业品牌企业合作，全力推进公司
自主创新研发的焦化冷鼓段“焦油提纯及其固废处理系统”，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2021 年 5 月，竣云环保科技首部央视焦化大型纪录片《科
技兴焦化 环保领航程》在央视频道首次顺利展播，在中国焦
化行业引起了巨大反响。

■项目概况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一期、二期焦化工程项
目是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一期

二期建设规模为年产全焦 630 万吨，一期分两步建设，一步工
程 A、B 两座焦炉系统均已于 2008 年、2009 年相继投入生产，
二步工程 C、D 焦炉系统在 2010 年全面投产，二期项目两座焦
炉也于 2018 年全面投产，二期一步工程——炼铁、焦化工程
入选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第二批入选名单。

作为钢焦一体化产业升级项目，此项目冷鼓工艺段全部
采用了竣云环保科技成套环保新工艺和设备，解决了焦化在
此区域的 VOC 难收集、危固废（焦油渣）难输送的行业痛点。
通过 100%智能化、无人操作的方式送到焦炉煤塔配煤，有效
避免了焦油渣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地面二次污染风险，有效
节省了企业人力、物力成本。

■技术创新

在焦化冷鼓焦油氨水分离单元中，传统的卧式沉降槽工
艺和立式机械化刮渣槽工艺，具有占地面积大、出渣点位多、
危固废难处理、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等问题。为解决行业技
术痛点，竣云环保科技与德国 MAVEG 公司等欧洲制造厂合

作，历经 10 多年的研发实践，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焦炉大小、煤质、焦炉的操作温度、结焦时间等多种综合因素，
研发出了一种简洁安全高效的环保新工艺——焦油提纯及其
固废处理系统（专利号：202111413953.7），由湿式破碎研磨匀
质系统、离心分离系统 、焦油渣智能封闭输送系统 3 个核心
子系统组成。

■工艺特点

焦油提纯及其固废处理系统具有占地面积小、封闭式循
环利用，利于焦油渣后期配煤、提高焦油回收率（较传统工艺
提高 1％～2％）、减少人力运营成本，提高工厂智能化水平的
特点，符合我国绿色环保节能的现代化智能焦化工厂的趋势。

目前，一些民企新焦化项目也开始采用这套环保新工艺，
例如湖北优科项目、中燃旭阳焦化项目、内蒙古沪蒙新能源千
万吨级焦化项目、内蒙古广聚新能源 500 吨焦化项目、山西金
岩集团 500 万吨焦化、山西阳光安昆新能源、福建德胜新能
源、河南利源集团、河南金马能源、山西梗阳集团、金晖集团、

华鑫集团、河北新彭楠焦化有限公司、金烨钢铁集团等焦化
项目。

■效益分析

项目投产后，大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推进节能减排，
促进清洁生产，形成了一套可借鉴、可推广、可引用的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

目前，竣云环保科技成套系统的一站式采购、现场管家式
的售后服务模式深受用户好评，并发出“将中国焦化冷鼓段焦
油渣封闭式输送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期待国内更多焦化企
业采用竣云环保科技新工艺，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绿水青山中国梦贡献竣云力量。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农业农村局近日组织开展河道保洁
年度考核工作，以看现场、查台账的
形式，重点查看河道保洁工作实际
效果，对全区各个乡镇（街道）、有关
单位的河道保洁工作进行考核。

检查组一行对全区 24 个乡镇
（街道）及岩石岭库区河道保洁情况
进行查看，同时查 阅 台 账 资 料 ，就
相关问题进行询问，严格按照《杭
州市富阳区河道保洁工作考核评
分表》中各项评定标准进行打分，
重 点 关 注 河 面 漂 浮 物 过 多 、河 岸
堆积物杂乱以及河面水草过茂等
严 重 影 响 河 道 整 洁 的 现 象 ，通 过
现场拍照留痕的方式做到考核真实
公正。

经检查，各乡镇（街道）和有关
水管单位能按要求落实保洁人员和
设备，开展日常保洁工作，巡查保洁

有记录，台账资料进一步规范。部
分乡镇（街道）采用市场化运作，通
过招投标落实专业的河道保洁队
伍，配备割草机等设备，河道保洁工
作做得比较到位。

检查结束后，考核组召开考核
会议，通报前一阶段保洁情况，并就
相关乡镇（街道）和属地水管单位在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日常保洁中遇
到的困难进行分析，提出意见和建
议。考核结果将在现场查看结束后
汇总成文并及时反馈，要求迅速落
实问题整改措施，确保河道清洁、水
质优良。

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标
准、做好应急处置、增强沟通协调，
督促各乡镇（街道）组织专门力量，
做好河道保洁工作。

周兆木 朱啸尘 王占张亨杰

富阳开展全区河道保洁考核
重点查看河道保洁工作实际效果

“十三五”期间，根据国家统一
部署，江苏省对 1100 余万亩农用地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布设点位
2.7 万个，初步查明了农用地土壤污
染的分布、面积及其对农产品的影
响，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基
础。依据农用地土壤详查成果，江
苏省陆续开展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
等工作。

为开展农用地源头防控，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江苏省主动作为、
靠前施策，将农用地土壤污染深度
调查及溯源列入 2021 年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计划。

2021 年 3 月，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会同农业农村厅、自然资源厅，在
全国率先开展区域性农用地土壤污

染溯源工作。
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明确“受污染耕地集
中的县级行政区开展污染溯源，因
地制宜制定实施安全利用方案”。

江苏顺势而为、细化工作，对苏
州、无锡部分地区开展深度调查及
溯源，涉及国土面积 496 平方公里，
其中农用地面积 1.8万公顷。

“此次深度调查溯源工作有两
大目标：一是进一步摸清土壤污染
底数，更加精准划分农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类别；二是对土壤污染成因
开展溯源分析，为农用地源头防控
提供依据，避免‘边污染、边治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江苏省生态环境
评估中心副主任王静表示。

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区域性农用地土壤污染深度调查溯源

精准溯源 分析成因 源头防控
◆李苑 李闯

“进行表层土壤采样时，我们会利用木铲采集表层0—20cm土
壤剖面样品，去除土壤中砂石、草根等杂质，然后装入塑料袋，套上布
袋并贴上标签。我们会对采样全过程拍照留痕，至少包括点位以及
GPS信息、样品重量、点位采样前后状况等8张照片。”现场采样人
员王聪说。

这是江苏省开展区域性农用地土壤污染深度调查溯源的现场缩
影。早在《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发布、进行相关工
作部署之前，江苏就率先在全国启动了这项工作。

目前，江苏的项目在调查范围内共布设
土壤点位 9000 余个、农产品点位 1500 余个及
其他各类点位若干，涉及 7 种样点类型、12 类
调查区域、4类调查精度。

据悉，围绕深度调查及溯源两大目标，点
位类型涵盖了表层土壤、深层土壤、分层土
壤、农产品（水稻和小麦）等，同时对典型区域
内重点污染源、大气沉降、灌溉水源、典型交
通影响源、农业投入品、土壤环境背景等方面
开展全面调查与采样检测分析。

以 2021 年启动为始，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为期两年。当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已完成
样品采集、制备，正在开展实验室分析测试，

各项调查、溯源分析工作也在展开，按计划
2022 年底将完成项目成果。

江苏省农用地土壤污染深度调查及溯源
工作是一次土壤污染溯源的“先行先试”，“在
完成项目任务的同时，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
形成的布点方法、溯源技术等进行梳理总结，
为后续调查溯源工作全面铺开提供借鉴。”王
静表示。

成果服务于应用，后续江苏将根据调查
溯源结果，对区域内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
控任务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制定针对性更加
精准的污染源头防控措施，为群众“吃得放
心”提供土壤安全保障。

资讯速递

先行先试 开展区域性溯源调查

与首轮农用地土壤详查相比，
区域性农用地土壤污染深度调查及
溯源工作专业技术性更强、难度更
大、要求更高。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环境地
质调查分院院长郭炳跃介绍，农用
地土壤污染深度调查及溯源工作主
要难在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不像
水、气污染比较直观，而且污染来源
较多，企业排污、大气沉降、污水灌
溉、土壤本底值都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超标，难以精准追踪。目前土壤
污染物源解析技术较多，但多处于

研究阶段，应用实例较少，国内也仅
有部分学者以小范围试点开展溯源
研究。

江苏的项目由江苏省生态环境
评估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同时汇集
了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地
质调查研究院、江苏省地质勘查技
术院、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
院集团股份公司等科研院所和单
位。

本 次 以 溯 源 为 目 的 的 调 查 没
有 经 验 可 循 ，项 目 团 队 通 过 广 泛

迎难而上 探索土壤污染溯源技术 有序推进 2022年底将有初步成果

查 询 文 献 、研 究 案 例 ，多 次 邀 请 国 家 及 省
内 权 威 专 家 讨 论 ，集 众 人 智 慧 ，在 讨 论 中
逐 步 理 清 工 作 思 路 ，确 定 技 术 细 节 。 例
如 ，布 点 方 案 在 沿 河 道 农 田 中 设 置 了 分 层
土 壤 点 位 ，以 研 究 历 史 上 的 清 淤 回 填 情
况。

为使布点方案更具操作性，项目团队对
调研区域内 6 个县 20 个乡镇开展了全覆盖实
地调研、踏勘，先后与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工
业建设等部门，以及乡镇工作人员召开 20 多
次座谈会，力求精准掌握区域信息，为溯源工
作打好基础。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获悉，2021 年成都
市污染防治工作成绩喜人，全市空
气质量创下 2013 年以来历史最好
水平，全市地表水质总体呈优，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实现了“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良好开局。

“2021 年，成都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强化精准、科学、依法治
污，重拳出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第二轮中
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成立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双主任（组长）的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碳达峰碳中
和领导小组，统筹构建碳达峰碳中
和、污染防治攻坚顶层设计，积极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
境共保，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总工程师杨斌平通报说。

为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生 态 环 境 问
题，成都市锚定源头治理，加快优化
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聚焦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着力打好“十大
攻坚战”，全面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围绕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

力，坚持综合施策，进一步健全体制
机制。

2021 年，成都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为 299 天、同比增加 13 天，优良
率 达 81.9% ，PM2.5 平 均 浓 度 降 至
39.8 微克/立方米，基本消除重污染
天气；全市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比
例达 97.4%、同比提升两个百分点，
41 个国、省控断面全部达到年度水
质目标要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达到 94%以上，土壤环境质量总
体保持稳定，农药、化肥使用量总体
保 持 零 增 长 ；新 增 污 泥 处 置 规 模
450 吨/日，医废处置能力（含协同
处置）提升至 220 吨/日；清洁能源
占比提升至 62.6%；绿色低碳企业
实现主营收入 2000 亿元。

当前，成都城市发展正处于关
键成长期，产业发展处在转型攻坚
期，通过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杨斌
平表示：“2022 年我们将以更高标
准深入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不断提高市民对优美
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辜迅李妮斯

成都发布2021年污染防治成绩单
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1.9%

图为质控人员现场检查采样情况。 武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