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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瓶、建筑垃圾、废弃轮胎等废弃物，经过精心设计，排列组合，变为造型别致的景观装饰元素，有趣生动，寓教于乐……近日，记者走进魏都区“无废
公园”，浓浓的“无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人耳目一新。

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无废公园”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民生工程，还是我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的生动实践。
“无废”许昌城，未来更可期。2019年 4月，我市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全国 11个之一、中原城市群唯一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年多来，我市始终坚

持高位谋划，多措并举，强力推进，探索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新路径，推动“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提速前进，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
城市”许昌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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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许昌城 美丽更宜居
——我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冯子建 通讯员 张占胜

走出楼道送分类垃圾的市民，准
备上班的年轻人从分类垃圾站经过，
建筑垃圾变身环保步砖运送出厂……
这是我市拍摄的《无废·如许》公益广
告片中的画面，一个个相互关联的镜
头，形象生动地诠释着“无废城市”的
点点滴滴，润物无声中，向人们传递着

“无废城市”的文化理念。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年多来，

我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覆盖面广、影
响力大的优势，利用线上、线下媒体，
重拳出击，广泛发声，录制“无废城市”
建设电视访谈节目，在市政府门户网
站 等 媒 体 播 出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对

《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进行分块解读和宣传；拍摄公益广
告片《无废·如许》，面向社会公众及时
播出，并在全国《“无废城市”巡礼》栏
目播出，展示、推广我市“无废城市”试
点建设工作成绩和经验；发布公益歌
曲《变废为宝》，为我市“无废城市”建
设发声，打造声势；结合“6·5 世界环境
日”主题宣传，通过线上直播+线下活
动的形式组织开展系列活动，集中展
示全市大力推动“无废城市”试点建设
的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效。

除了重点打造以废旧物品资源化
综合利用为主题的“无废公园”之外，

我市集科普、教育、体验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的旺能生活垃圾处置教育基地正
在建设；在市规划展览馆设立“无废城
市”主题展区，打造全民“无废”教育基
地 ；编 制 青 少 年 版 和 公 众 版“无 废 城
市”主题教材，强化“无废理念”校园教
育和社会推广；组织环保志愿者定期
走进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使垃圾
分类观念入脑入心。

同时，我市还制订了无废机关、无
废酒店、无废商场、无废饭店、无废快
递网点、无废学校等建设实施方案，积
极倡导简约便捷生活方式，推进无废
细胞建设；组织国家统计局许昌调查

队开展公众问卷调查，持续扩大“无废
城市”试点建设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认
同感、知晓率、参与度，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形成共建“无废城市”的强大合
力。

……
此外，打造国家“城市矿产”示范

基地、着力发展绿色产业、实施城乡一
体化智慧环卫运行机制等一项项扎实
有力的措施，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为我
市“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添劲蓄力，更
为“无废城市 美丽许昌”的美丽画卷增
添浓重笔墨！

注重“无废文化”宣传教育，凝聚共建“无废城市”强大合力

“无废文化”理念融入城市建设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无废公园”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好去处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世纪香利用农作物秸秆种植香菇，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资料图片）

长葛市大周镇再生金属生产车间（资料图片）

粉 碎 、 碾 压 、 成 型 ，“ 摇 身 一
变”成为不同型号的复合砖，不产生
污水和烟尘……10 月 28 日，在许昌
金 科 资 源 再 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绿色环保的建筑垃圾处理方式，
令人啧啧称赞。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与过去
的建筑垃圾集中清运，然后分拣、破
碎、筛分得到再生骨料等传统处理方
式相比，这种不产生扬尘污染，把建
筑垃圾“吃干榨净”的资源化处理方
式，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先
进技术，为我市开展“无废城市”试

点建设工作提供了基础优势和技术支
撑。

市无废办相关负责人称，“无废
城市”并非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
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
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一 言 以 蔽 之 ， 建 设 “ 无 废 城
市”，我市基础优势十分明显，特别
是在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利用方面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建筑垃圾管
理和资源化利用领跑全省，荣获“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大周镇成为国

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形成了全
链条、全循环的绿色发展格局；在全
省率先建成了集发电、供热于一体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并与德国欧绿
保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探索建立
规范化、智能化的垃圾分类与处置体
系。

然而，对标“无废城市”试点建
设标准，固体废物产生与处置底数不
清、源头减量力度不够、资源化能力
水平不高、最终处置设施不健全、公
众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成
为我市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和弱项。因
此，大力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建设

工 作 ， 既 是 我 市 进 一 步 彰 显 发 展 优
势，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
新发展环境、新时代语境下国家赋予
我市的时代使命，任重道远。

“‘无废城市’试点建设涉及面
广、牵扯部门多，必须有优秀的顶层
设计、专业的日常队伍、强力的办事
机构。”市无废办负责人表示，一年
多来，我市牢牢抓住“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机遇，成立高规格领导小
组，明确重点建设任务，完善工作推
进机制，如火如荼开展推动，取得可
圈可点的成绩。

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利用经验丰富，基础优势明显

我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高规格“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市委书记为第一
组长，市长为组长，市直 26 个相关单位
和各县（市、区）政府负责人为成员，全
力支持、全面推进该项工作。同时，我
市还把“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纳入全市
重 点 改 革 事 项、重 点 民 生 实 事 ，全 方
位、多层面推进实施。

结合全市产业结构和发展现状，
我市因地制宜制订了《许昌市“无废城
市”试点建设实施方案》《许昌市“无废
城 市 ”试 点 建 设 重 点 任 务 工 作 台 账》
等，重点实施构建绿色循环生产方式、

建立“无废生活”体系、打造清洁“无废
乡村”、培育“无废产业”经济活力、实
现 城 市 固 废 智 慧 管 理、彰 显“无 废 文
化”魅力等 8 项重点任务，突出打造“无
废产城”制度链、“无废乡村”生态链、

“无废经济”发展链、“无废文化”传承
链四大“无废”亮点；借力“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谋划实施重大项目 63 个，从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等方
面开展招商引资，引入德国欧绿保、德
国百菲萨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项目
落地许昌，为“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
作增添动力和后劲。

同时，《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规

划》正在加紧编制，并将纳入我市“十
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我市将逐步形成“无废城市
试点”建设的制度体系、市场体系、技
术体系和监管体系，以及绿色生产、绿
色 生 活 相 衔 接 的 市 场 化 循 环 经 济 模
式，助推全市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市还确
立了工作会议、信息报送、调度通报和
督导考评 4 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全市
39 个成员单位的工作目标、时间节点、
工作责任及责任人，对“无废城市”试
点建设工作进度实行周报送、月调度
和季通报；层层签订“无废城市”试点

建 设 目 标 责 任 书 ，作 为 考 核“无 废 城
市”试点建设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重
要依据，以制度保障推动建设任务落
实落地。

特别是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
大代表，对“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开展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建言献策；市人大
城建工委、法工委等相关委室负责人
详细了解许昌市“无废城市”试点建设
的总体思路、建设目标、工作步骤等，
并就选择切入点开展立法工作进行深
层探讨，为“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
深入推进提供可靠保障。

成立高规格推进小组，明确8项重点任务，打造四大“无废”亮点

建筑垃圾现场破碎、筛分，“摇身
一变”为轻质保温混凝土、水泥稳定碎
石、振动液化固结土等三种“紧俏”产
品……近日，在市区某棚户区拆迁现
场，数十吨建筑垃圾原地开启再生之
旅，令人赞叹不已。

建筑垃圾规范化管理和资源化利
用，是我市“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的一
大亮点。

近年来，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特许经营、循环利用”建筑垃圾处
理模式，我市由金科资源再生公司统
一清运建筑垃圾并进行综合利用，生
产再生骨料、再生透水砖、再生墙体材
料等 100 余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
品。

同时，我市还建立建筑垃圾大数
据管理平台，全程监控建筑垃圾清运
处理，并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纳入政
府采购范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
市发布了全省首个建筑垃圾再生集料

道路基层应用技术标准，从制度体系、
技术体系上强化建筑垃圾规范化管理
和资源化利用。仅 2019 年，全市处理
利用建筑垃圾 450 万吨，城市建筑固废
收集率、利用率分别达到 100%、95%。

在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方面，除了
推动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之外，我市还以长葛市大周再生金属
产业集聚区为主体，以金汇集团、金阳
铝业等企业为龙头，打造再生不锈钢、
再 生 铝 和 再 生 铜 产 业 链 ，形 成“全 链
条、全循环”的“无废经济”全产业链。
例如，以襄城县循环经济集聚区为主
体，通过实施煤炭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工 程 ，形 成 了 以 煤 矸 石 制 砖、精 煤 炼
焦、化工产品回收并深加工为主的煤
焦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仅把煤炭资
源“吃干榨净”，还进一步延长了“无废
经济”产业链。

同时，我市大力培育智能电力装
备、再生金属及制品、节能环保装备和

服务、高纯硅材料等九大重点新兴产
业，累计完成投资 500 多亿元，节能环
保产业集群纳入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围绕再生金属、
煤焦化、建筑垃圾处理、节能环保装备
及服务等主导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积
极引进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
团队，创新开展清洁酸洗工艺技术开
发、废旧轮胎综合利用、建筑固废振动
搅拌、机械化秸秆还田、煤焦油再生利
用等 10 余项技术示范探索，同步应用
到相关类似固废领域，“无废经济”发
展链日益完善。

在完善“无废生活”体系方面，我
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
和“政府主导，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
负责监管实施”两种运行模式，在全市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城区公共
机构和学校、187 个试点小区、15.24 万
户居民户，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特
别是以德国欧绿保集团在我市投资建

设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为抓手，大力
推进餐厨垃圾收运与处置，预计该项
目建成后，可年处理餐厨废弃物 3.65
万吨。

尤其是我市把打造“无废乡村”生
态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起来，
强力推动农业废弃物减量化，出台废
弃地膜、农药包装袋等农业废弃物回
收奖励政策，支持废旧地膜再生公司
引进先进机械化装备，回收田间废弃
物，打造农膜废弃物回收利用产业链；
发 展 生 态 循 环 畜 牧 业 ，支 持 养 殖 场

（户）生产有机肥，服务生态农业发展；
推广种养结合模式，鼓励规模养殖场
开发利用周边农林资源，建设种养结
合的家庭农场，就近消纳畜禽粪污，逐
步形成“畜—沼—菜蔬”“畜—沼—果
林”等种养模式，预计到今年年底，全
市 农 村 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将 达 到
89.1%。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打造“无废”经济发展链，完善“无废”生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