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喷
胶棉、乳胶、复合行业固体废物整治现场推进
会不久前在富裕卧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裕卧室）召开，全镇 26 家相关企业负责
人参加了现场观摩。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执
法六局相关负责人就进一步规范企业固体废
物环境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产废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单位对
危险废物的管理已日趋完善，一些年危险废
物产生量在 10 吨以下的小微企业反倒成了

“难啃的骨头”。

小微企业危废管理有“五难”

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深入的调
研和剖析，发现目前小微企业的危险废物管
理存在“五难”。

一是贮存难。小微产废单位普遍存在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不合规的问题。按照相关要
求，危废仓库需具备规划、住建、生态环境、安
全、消防五部门的合规手续才可以正常使用，
但现实中小微产废单位大部分都无合规的危
废仓库。其产生的危险废物很多未按要求进
行分类收集和合法处置，还有被无资质的“黄
牛”收储、混入生活垃圾后去向不明的乱象。
一些企业的危险废物甚至存放在临时性建筑
中或露天堆放，隐藏较大的安全和环境污染
风险。而普遍的违法行为又加大了职能部门
的管理难度。

二是处置难。小微企业由于产废量小、
产废品种多、成分复杂，对危险废物处置企业
而言既是小客户又是难处理的客户。危险废
物处置企业对这些客户要么不愿意合作、要
么报价很高，导致小微产废企业很难找到合
适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

三是运输难。危险废物运输实行许可
制，且需在国家和省级网上监管系统中实现
全程追溯。市场上能满足条件的专业运输企
业较少。

四是管理难。小微产废企业基本没有专
职的环保负责人。一些负责这部分工作的管
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水
平参差不齐，加之部分危险废物成分复杂，易
引发事故，如果由经验不足的人员进行管理，
安全和环保隐患极大。

五是监管难。生态环境部门中，负责固
危废管理的人员配置有限，面对一个辖区内
数百家产废企业存在的现状，要做好管理服
务工作有一定难度。

谁为小微企业危废找“婆家”？

为此，通州生态环境局注重挖掘潜力，充
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为当地减污增绿牵线
搭桥，助力小微产废企业找到“好婆家”。依
托江苏御江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江环
保）自主研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南通危
废收集智慧云仓系统”，通州生态环境局通过
将移动端小程序、云平台数据库与危废智能
收集装置实时链接，借助物联网技术，解决小
微产废企业危废存储及收集的难题。

日前，在位于通州区平潮镇的南通东普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内，第一批废机油投
入智能危废收集装置并实时上传数据，标志
着“南通危废收集智慧云仓系统”正式启用，
困扰小微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多年的危险废
物管理“瓶颈”终于得到破解。近日，这一系
统又在位于川姜镇的南通亚圣宝纺织品有限
公司“安家落户”。

通州生态环境局这种为小微企业危废处

理搭桥牵线找“婆家”的做法，有五大好处。
操作便捷。危废智能收集装置通过多种

智能模块链接到数据平台。企业只需将危险
废物投入装置中，就能实现危废的实时数据
上传和管理台账生成。

名类较全。作为集中收集单位，御江环
保经营范围包括《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46
大类危险废物中的 39 类，涵盖所有常见危险
废物。

成本降低。整合有资质的运输企业，在
收集区域内以低于市场价水平在全市统一定
价，对产废量更少的企业还有相应的优惠政
策，保证按时收集危废的同时显著降低企业
运输成本。

上门服务。主动派专业人员上门提供危
废环保管家服务，指导帮助小微产废企业规
范贮存场所建设、标识标志张贴、网上信息填
报等工作，帮助企业梳理危险废物管理问题，
制定整改方案，推动危险废物规范化、精细化
管理。

实时监控。系统会将企业产废情况实时
上传后台，并与江苏省危废全生命周期监控系
统对接。相关部门通过登录监管端，可实时查
看辖区内各单位的危废产生、贮存、转移情况，
还可实时监控收集单位在辖区内的收集、贮
存、处置情况。如有异常情况，系统会自动提
醒。监管人员可以及时到异常企业查看情况，
使执法做到“快、严、准”。这在实现精准管理
的同时，极大减少了职能部门的工作量。

“依托‘一揽子服务’做支撑，既减轻了企
业的负担，又提升了环境监管质效。接下来，
我们将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里’，推动小
微企业危废管理模式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
面，在全区推广。”通州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健
表示。 崔祝进 黎丽莎郝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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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近日，河北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十四五”时期“无

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提出，全省各市同步启动“无废城市”建设，有序纳入国家建设
行列，形成雄安新区率先突破、各市梯次发展的“无废城市”集
群。“十四五”时期，全省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
升，尾矿库环境风险有效管控；生活源和农业源固体废物充分
资源化利用，绿色低碳“无废”理念普遍形成；制度、技术、市
场、监管体系和管理信息“一张网”基本建立，固体废物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降低工业固废处置压力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重点企业全部

建成绿色工厂

河北省提出，要加快工业绿色升级，降低工业固体废物处
置压力。

在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全省将聚焦钢铁、建材、石
化化工、装备、医药、纺织、造纸、皮革等重点行业，实施传统产
业“千企绿色改造”助推“万企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新兴产业；优化工业用能结构，严格控
制钢铁、化工、水泥等主要用煤行业煤炭消费，提升清洁能源
消费比重。

在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方面，河北省明确提出，“双超
双有高能耗”行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行业清洁生
产审核实现全覆盖，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重点企业全部
建成绿色工厂。以钢铁产业为重点引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加快实现钢铁行业碳排放达峰，创建一批钢铁行业“无废工
厂”示范；唐山市率先开展钢铁行业温室气体试点监测，探索
建立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体系。促进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推进再生资源高效利用。

推动生活固废源头减量
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90%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生活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河北
省将积极推广“光盘行动”，减少餐厨垃圾；加快建设冀北清洁
能源基地，重点建设张承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和张家口、承德、
唐山、沧州市及沿太行山区光伏发电应用基地，减少煤电比
重；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开展绿色物流体系建设，基本
实现绿色转型。

加强生活垃圾管理，河北省将大力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十四五”时期，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同时，多点打造特色“无废”细胞工程。“十四五”时
期，全省将建设 2000 个“无废小区”、2000 个“无废乡村”。

在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综合治理方面，河北省将严格危
险废物源头管控，年产生危险废物量 100 吨以上危险废物的
企业要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优化利用处置结构布局，
实现危险废物资源利用、焚烧处置、填埋处置梯次推进，严格
控制危险废物直接填埋；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物分类
收集体系建设，实现医疗废物收集全覆盖。

构建京津冀“无废城市”集群
加快雄安新区建设进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在梯次发展方面，河北省提出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构建
京津冀“无废城市”集群。按照《方案》要求，河北省将加快雄
安新区“无废城市”建设，率先形成“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
体系，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同时，河北省将依托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基础，因地制
宜、各有侧重，形成功能互补、共享共治的“无废城市”发展
模式。

其中，环京津核心功能区(保定、廊坊市和雄安新区)、冀
西北生态涵养区(张家口、承德市)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
变，以产业转型和“无废”旅游文化为突破点，推动绿色发展；
沿海率先发展区(唐山、沧州、秦皇岛市)抓实钢铁、石化、制造
行业减污降碳，以“无废园区”和美丽海湾建设为立足点，推动
低碳发展；冀中南功能拓展区(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市)围
绕城乡固体废物资源回收利用，以示范基地建设和绿色种养
农业循环为着力点，推动循环发展。

编者按
近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3 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邀请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

任 勇 就 固 体 废 物 污 染 防 治 的 相 关 问 题 做 详 细

介绍。

任勇表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19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指导深圳等 11 个

城市和雄安新区等 5 个特殊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顺利完成改革任务，达到预期成效。“‘十

四五’时期，我们将按照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意

见的有关决策部署，推进 10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全域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

据记者了解，包括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上海

在内的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完善固体废物处理产业链条，为

小微企业危废管理“解锁”等。本版对此

进行集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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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危废处置难，谁来解？
南通市通州区依托智慧平台提供“一揽子服务”，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里”

河北

南通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四川固体废物产生量呈逐年增长态
势。据统计，四川每年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约 1.6 亿吨、农业固体废物约 2.4 亿吨、工业危
险废物约 500 万吨、医疗废物约 6 万吨、大中城
市生活垃圾约 1600 万吨，“十三五”期间建筑
垃圾产生量约 2.1 亿吨。四川固体废物产生量
居全国前列。

在近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介绍，全省始终坚持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从源头治理、综
合利用、安全处置 3 个维度综合施策，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安排省级工业发展资金1.3余亿元
支持50余个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工业是产生固体废物的主要领域之一。
“全省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等大宗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85%以上；磷石膏连续两年
综合利用率超过 100%，实现全省范围‘产消平
衡’。”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环资处副处长赵
宇说。“十三五”以来，在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中，
四川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作为重点内容，累
计安排省级工业发展资金1.3余亿元，支持50余
个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针对磷石膏污染严重的积留问题，四川综
合采取现场督导、定期调度、专家核查等措施，
拓宽磷石膏消纳渠道，破解综合治理难题。
2021 年，全省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 102.8%，重
点管控的沱江流域磷石膏连续 4 年实现“产消
平衡”。

广大居民对生活垃圾的关注度较高。“近

日，我们出台了《四川省 2022 年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生活
垃 圾 分 类 回 收 利 用 率 要 稳 定 保 持 在 34%以
上。”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与管理
处一级调研员李明书分析，这是既考虑四川当
前垃圾分类的实际水平，又紧盯 2025 年国家
要求分类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的目标任
务，综合设定的一个相对较高但又能够通过努
力完成的指标。

2021年医废集中处置率达9.42%
建成医废在线监管平台

及时、安全、妥善处置医疗废弃物，才能筑
牢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馆处副处长张翻蓉介绍，2021 年，全省
医废产生量约 6.5 万吨，同比增加 1.9%，医废
集中处置率为 99.42%，同比增加 0.66%，但“全
年无一家医疗机构因医疗废物处置不当导致
院内交叉感染”。

为加强医疗废弃物监管，近年来，四川在
全国率先建成医疗废物在线监管平台，实现医
疗废物全程、动态、智能、精准的实时监管。“截
至今年 2 月底，医疗废物在线监管省级平台共
接入医疗机构 1644 家，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全覆盖接入。”张翻蓉认为，平台的建成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医疗废弃物处置奠定了
坚实基础。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16.91万吨，含涉疫医废1.79万吨，做到监管服务
和安全处置两个‘百分之百’。”李银昌说，全省医
疗废物处置能力为13.17万吨/年，较第一轮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来增长了162%。

四川

固废产生量居全国前列，出路在哪？
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逾 85%，医废集中

处置率达 99.42%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小庙厨
余垃圾处理项目沼气发电系统发电并网
一次成功，标志着安徽首个厨余垃圾沼
气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这个项目每
年可提供 2400 万千瓦时清洁能源。

合肥市小庙厨余垃圾处理项目沼气
发电系统主要利用厨余垃圾厌氧发酵产
生的沼气进行发电。合肥市发改委有关
人员介绍，厨余垃圾中含有大量有机质，
在厌氧环境中经过甲烷菌的分解，会形
成沼气。这些沼气通过管道输送进入沼
气储气柜后，经过脱水、脱硫等净化工艺
输送进加压泵，再进入内燃机燃烧，发电
机组即可发电。此次小庙厨余垃圾处理
项目沼气发电系统并网发电，对全省节
能减排具有示范意义。

“将沼气生物能开发成绿色电力资
源，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负责运营相关项目的安徽浩悦再生资源
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小庙厨余垃圾
处理项目沼气发电系统设计发电机组装
机总容量为 3000 千瓦，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并网发电之后，每年可
提供大量清洁能源，“相当于年节约标准
煤约 2950 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7900 吨。” 李孝林

近 日 ，
为高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
情 ，严 防 病
毒扩散传播
和衍生次生
环 境 污 染 ，
上海市黄浦
区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
人带队对辖
区内发热门
诊 、集 中 隔
离点的生态
环境保护工
作进行现场
检查。

上海市
黄浦区生态
环境局供图

上海

合肥

安徽首个厨余垃圾

处理项目并网发电

沼气生物能“变身”绿电

“无废城市”建设阵容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