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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锰污染治理与锰产业高质量发展

铜仁如何用好亚洲第一储量锰资源铜仁如何用好亚洲第一储量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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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污染综合治理是锰产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要实
现这一目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
监管是关键。

铜仁坚持铁腕治污，将群众
路线、群众工作方法应用到监管
执法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
绿色防线。

目前，铜仁市生态环境部门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480 人 次 ，检
查 排 污 企 业 160 余 家 次 ，立 案
查处涉锰企业环境违法共立案
9 起，处罚金额 250 余万元。

“一矿一策”。松桃县 25 座
锰矿山均完成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现有绿色矿山 12 座，正在创
建绿色矿山两座。

“一企一策”。松桃县共 10
家锰企业，关闭退出企业两家。
对环境风险隐患大、污染治理水
平低的太丰、群兴等 6 家锰企业
全部实施停产待整合。

“一库一策”。松桃县共有锰
渣库 19 座。在用渣库两座，停用
渣库两座，完成闭库待验收渣库
4座，已完成闭库渣库共 11座。

“一站一策”。松桃县有 21
个渣库渗滤液收集处理站（点）。
群兴渣库、太丰渣库渗滤液处理
站提质改造工程完成验收并投入
运行。文山水井、老卜茨水井污
水处理站以氨氮处理设施建设为
核心的提质改造工程顺利启动。

图为拟
开展清污分
流治理的太
丰锰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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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是重要的战略矿产资
源之一。据统计，目前贵州省
铜仁市已查明锰矿石资源储

量约 7.4亿吨，居亚洲第一。
近 年 来 ，铜 仁 积 极 从 制

度、管理、技术、科技支撑等方

面，探索实现绿色低碳、节能
增效，低耗能、无污染的锰产
业绿色发展之路。

锰污染治理与锰产业高
质量发展，需要从上至下，集
合众之力，久久为功。

2021 年，铜仁全面打响锰
污染治理攻坚战。同年 4 月，
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
铜仁市锰矿主产区松桃县调
研。今年 6 月，贵州省委主要
领导再次带队深入松桃，现场
督导锰污染治理和锰产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
今年 7 月，铜仁市委市政

府调整充实锰污染治理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锰产业高质量发展、电解锰渣
库风险管控、电解锰企业提质
改造等工作组组成的“一办十
三组”，分别由市领导牵头负
责，扎实推进锰产业高质量发
展和锰污染治理工作。

铜仁整合部门力量，健全
包片包案，推行矿（企、站）长
制，明确市、县级“库（矿、企）
长”35 名包保负责松桃自治县
锰渣库、矿山、锰企业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具体落实锰
污染治理和锰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任务。松桃县同时成立松
桃县锰产业中心，负责推动各
项涉锰问题整治和项目实施。

理旧账铺新路，加速开展历史遗留问题整改

炎 炎 夏 日 ，九 龙 湖 、油
菜 沟 渣 库 、三 和 100 万 吨/年
锰渣无害化处置项目等 9 个
重 点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如 火 如
荼……

历史遗留的锰渣污染问
题，成为污染治理中“难啃的
硬骨头”。2021 年，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问诊”
铜仁，为铜仁涉锰问题指点迷
津，开出了整治良方。

“ 药 方 ”对 了 ，持 之 以 恒
“制药”“用药”，方可“药到病
除”。根据督察组提出的整改
问题，对照整改目标，铜仁市、
松桃县迅速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
人。

九龙湖综合治理。按“控
源 头 、堵 通 道 、除 污 染 、复 生
态”的思路，完成污染源调查
和金瑞小河渣库截洪沟、雨水

沟沟渠修缮，实行清污分流；
建设完成九龙湖分层次布置
取水点工程，每天转运渗滤液
200 立方米以上，达到治污初
步预期效果。九龙湖除锰除
氨氮应急工程顺利启动。

锰 渣 集 中 处 置 库（巴 汤
湾）治理。明确专人负责日常
监管跟踪，统计污水处理站进
水、出水情况，做好污水处理
站常态化监督管理工作。目

抓治理强监管，全面推进锰污染综合治理

长期以来，松桃县缺乏大产
业、大项目支撑，锰产业集聚能力
不足，经济总量小、质量不优，这
些短板现象与得天独厚的锰矿资
源优势难以匹配。

铜仁市聚焦锰系新材料、碳
酸锰矿精深加工、锰渣矿山充填
等方面，实施在产企业升级改造，
构建锰系新材料产业循环经济体
系，全力谋划推进园区建设，致力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储备项目、引
进项目、推进项目。

立足锰资源优势，铜仁市持
续推动锰渣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
用，加强与中南大学、长沙矿治
院、贵州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
就锰精深加工、锰渣无害化及资
源 化 利 用 等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积
极引导企业采用以火法为主推
进 锰 渣 无 害 化 处 理 ，推 进 在 产
企业新增锰渣实行火法煅烧处
理。

同时，鼓励涉锰企业加大科
研投入力度，提升创新能力，协同
推进锰渣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攻关技术。目前，三和锰业公司
100 万 吨/年 电 解 锰 压 滤 渣 无 害
化（火法）处置项目已进行土石方
基础开挖。

对 3 万吨以上的武陵锰业、
三和锰业两家企业，实施先进技
术、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提高企业
生产清洁化、排放无害化水平。
目前两家企业已与中国环科院签
订合作意向，按清洁生产Ⅰ级标
准进行提升改造，启动清洁生产
国家Ⅱ级标准改造工作。

同时，推进涉锰项目编制申
报和资金争取工作。目前，松桃
县已谋划涉 锰 项 目 20 个 ，总 投
资 15.18 亿 元 。 录 入 贵 州 省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涉 锰 项目 5 个，总投
资 2.06 亿 元 ；累 计 到 位 项 目 两
个 ，到 位 资 金 4460 万 元 。 同
时 ，正 在 积 极 申 报 贵 州 省 生 态
环 保 基 金 项 目 两 个 ，拟 申 报 投
资 资 金 7500 万 元 ；已 邀 请 生 态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到松桃包装
编 制总投资 30 亿元的 EOD 生态
治理项目。

前，巴汤湾污水处理站日处理量
为 1200 立方米—1400 立方米，锰
和氨氮均实现达标排放。

武陵锰业锰污染治理。通过

综合施措，有效控制了洛布泉污
染源，水质逐步好转。

如今，整改仍在继续，污染治
理的步履不停。

补短板扬优势，构建锰系新材料产业

温江建成核酸检测医废应急贮存中心
化解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核酸检测医废转移处置难题

本报记者辜迅成都报道 记
者从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生态环
境局获悉，温江核酸检测医废应
急贮存中心近日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有效化解城区基层卫生服
务机构大规模核酸检测医废转移
处置难题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为尽快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
播链，切实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温
江生态环境部门把底线思维贯穿
战“疫”始终，积极强化社会面生
态环保管控，努力加快建设大规
模核酸检测医废应急贮存中心。

温 江 区“ 香 瑞 湖 ”疫 情 出 现
后，相继开展多次大规模核酸检
测。据成都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总队温江支队支队长张
文介绍，辖区内仅柳城、天府、涌
泉、公平四个街道（镇）卫生院对
外设立的便民核酸点，单日医废
量就普遍超过 50 桶，大约是平时
正常核酸筛查所产生医废量的
20倍左右。

“由于大规模核酸检测时，部
分卫生院产生的医废甚至高达
100 桶以上，存在爆仓现象，环境
风险隐患极高。”张文告诉记者，
为缓解城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面
对大规模核酸检测时的医废转移
压力，温江区不断完善核酸检测

点位、相关镇（街）、应急贮存中心
三级医疗废 物 应 急 转 移 处 置 体
系 ，严 格 规 范 各 点 位 医 疗 废 物
收 集 、消 杀 、称 重 ，以 及 进 出 库
登 记 、管 理 、申 报 转 移 流程，确
保各类医疗废物得到及时、安全
处置。

针 对 开 展 大 规 模 核 酸 检 测
后，基层医疗机构医废暂存空间
不足、转移压力极大，核酸检测点
位工作人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
力，甚至采用人工值守的方式确
保医废暂存环境安全等问题，区
生态环境部门在深入疫情防控一
线，加大环境监测频次内容，指导
基层相关机构开展涉疫医废收集
消杀和转运处置工作的同时，千
方百计加快推进大规模核酸检测
医废应急贮存中心建设。

“如今，随着这座核酸检测医
废应急贮存中心的建成投用，城
区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废处置难题
得到有效化解。”张文如是说。

据其介绍，医疗机构现在仅
需负责规范开展医疗废物的收集
和消杀工作，医疗废物的后续转
移则由镇（街）接续进行，确保全
区涉疫医疗废物 100%的安全贮
存，有效避免了新冠肺炎病毒的
二次传播。

本报讯 湖北省武汉市近日
发布《武汉市“无废城市”建设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打造以汽车、钢铁、石化、建材、食
品等为主导的产业“无废”模式，
构 建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信 息“ 一 张
网”，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
理，大力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累
计创建 30 家“绿色工厂”，支持武
汉钢铁有限公司建成生态钢厂；
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率达到 100%，推动具备条件的省
级以上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
造；到 2025 年，冶金渣综合利用
率提高到 100%，粉煤灰、脱硫石
膏综合利用率保持 100%；在青山
区、江夏区、新洲区开展综合利用
示范基地、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创建行动，在青
山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区域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
心；加快建设长江国际低碳产业
园，支持创建青山区新能源应用
示范区、中法武汉生态城低碳产
业园和江夏区绿色建材制造低碳
产业园。

针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处
置等城市管理难题，武汉市将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与再生资源
回收“两网融合”，加快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基本全覆盖、快递包装
废弃物回收装置网点全覆盖，建
设形成废旧物资“交投点、中转
站、分拣中心”三级回收体系，提
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处置利
用能力。

另外，武汉市将“无废城市”
建设作为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重要抓手，提出夯实“无废城市”
建设细胞工程，制定相关评分细
则，到 2025 年，建设“无废城市细
胞”1500 个。 杨海垚

武汉出台“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打造以汽车、钢铁等为主导的产业“无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