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废物循环利用打造打造““无废产城无废产城””————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发展““无废经济无废经济””————

“无废之城”演绎绿色蝶变
本报记者 王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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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蓝色、绿色、红色、灰色垃圾桶整齐排列，居民将不同类别的垃圾投放到对应的垃圾桶内；生产车间内，建筑垃圾经粉
碎、加工，“变身”为规格不同的再生砖；魏都区静脉产业园内，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逐步形成回收、分拣、拆解、加工和无害化处置的
完整“无废产业”链条……

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许昌市坚持把“无废城市”建设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成立“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推进小组，围绕建设试点指标任务和重点工程，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工作台账和“三张清单”（体系建设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
单），重点打造了“无废经济”发展链、“无废产城”制度链、“无废乡村”生态链、“无废文化”传承链“四大典型示范”，走出了一条具有
许昌特色的“无废之路”。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经验亮相全国。

随着一声令下，位于襄城县的许昌安彩新能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4800 万平方米光伏轻质基板项目
第一条生产线上的流道闸板开启，火红的玻璃液从
熔窑缓缓流出，沿着辊道缓慢前移，顺利实现引板
出玻……这里将打造我省最大的光伏玻璃生产基
地，也将为许昌市打造千亿元级光伏新能源产业集
群，推动硅碳新材料产业链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
支撑。

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新材料产
业是装备和制造业的基石，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
撑。近年来，许昌市特别是襄城县聚焦煤化工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碳基新材料、高纯硅材料、

电子芯片、光伏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成了
超千亿元级电力装备产业集群和超百亿元级特色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96%。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实施产业链绿色化改造，完成技改投资 2200 亿元，
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设计产品企
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6 家。发布支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绿
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绿
色设计产品企业，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元奖励。

——以再生利用为核心，提质发展循环经济。
依托长葛大周“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与德国百菲萨
集团加强合作，形成了集废旧金属回收、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立足襄城县煤化工优
势，推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实现了由煤炭“黑色
经济”到硅碳新材料“绿色经济”的蝶变升级。

——以节能降碳为方向，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紧盯“双碳”目标，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工
程，培育出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等六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规模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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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许昌欧绿保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这句话得到充分印证。剩菜剩
饭、烂菜叶、水果皮等餐厨垃圾经过分离、加热、分
解等处理，不仅能产生沼气、发电，还能制作有机肥
料。

在许昌欧绿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处的魏都
区静脉产业园，许昌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进
场原生垃圾 2200 吨，其中焚烧 2100 吨，通过焚烧，
把垃圾中的生物质能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实现了资
源充分利用。许昌垃圾焚烧发电滤渣综合利用项
目建成后，将年处理炉渣 18 万吨，生产环保压缩砖
9000 万块，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

“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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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许昌市坚持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

“无废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秉
承“城乡统筹、焚烧为主、综合处理、可持续化”原
则，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在中心城区建
成覆盖 389 个小区 15.73 万户群众的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覆盖率达到 59%。

坐落于清潩河畔的滨河公园占地约 220 亩，建
有假山、水系景观、广场和小径等。很多人不会想
到，这样一座景色优美的公园是由建筑弃土及建筑
垃圾再生产品堆建而来的。

一辆辆打捆机在收割完毕的麦田里来回穿梭，
张开巨大的“嘴巴”，“吃”进一根根秸秆，“吐”出一

捆捆秸秆锭……今年麦收季，在许昌广袤的田地
上，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

为实现秸秆综合高效利用，近年来，许昌市大
力培育以秸秆为原料的食用菌、生态板材等骨干企
业，市场化运作实现秸秆高值化利用，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6%。

在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村张街道办事
处大路陈村，经过改造的民房外墙被统一刷成了黄
色，既整洁又美观。去年 5 月，许昌市被确定为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实施城市。根据清洁取
暖试点城市支持政策，许昌市将连续 3 年获得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每年 3 亿元，共计 9 亿元，主要用于
开展燃煤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延伸工程、农村清洁取
暖提质工程、城乡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等。

三三两两的游人不时驻足，近距离观赏由一个
个玻璃瓶组成的景观墙；在废旧轮胎做成的秋千上
荡来荡去的儿童，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走进位
于市区天宝路的“无废公园”，新颖的设计和独特的
创意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亮点，“无废公园”
通过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减少填埋量、垃圾分类
等，探讨并传递一种“永续”的生活理念，结合空间
营造和互动水景打造许昌市“无废城市”科普教育
基地，让市民在游玩中体会生态环境发展理念、接
受科普教育。

在许昌市，这样的宣传教育基地还有不少：许昌
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创建省级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基地，打造了主题为“‘无废城市’建设者”的环保展
厅，多形式、全方位、多视角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生态
环境宣传教育；市规划展览馆设立“无废城市”主题
展区，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详细介绍“无废城市”
建设的举措和意义，打造全民“无废教育基地”……

“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凝聚各
方共识，形成工作合力。许昌市深入挖掘“无废文
化”内涵，打造城市“无废名片”。

——加强“无废文化”宣传。编制青少年版和
公众版“无废城市”科普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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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无废细胞”培育。将“无废理念”融

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在机关、学校、饭店、景区等重
点领域建成“无废细胞”130多个。

——开展低碳社会创建。大力推动绿色出行，
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促进“无废”与低碳深
度融合。

“我们将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利用，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有力
提升城市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推动‘无废城市’
建设。”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专班相关负责人表
示，“建设‘无废城市’，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只
要从垃圾分类、低碳出行、光盘行动等身边小事做
起，将环保意识和行为融入日常生活，就会成为‘无
废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助力者和最终受益者。”

共建共享理念入心弘扬弘扬““无废文化无废文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
美不美，人民群众眼睛雪亮、有秤在心；生
态基础牢不牢，在未来发展质量上比出高
下、见出分晓。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人民谋幸
福。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一头连着人民
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
生态环境搞好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
感就会大大增强。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近年来，我市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支撑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但
是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市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还存在不少短板，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面对问题和差距，我们要
坚定不移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让城市的生
态底色更加鲜亮，守护好一方蓝天净土、
绿水青山。

一方面，要增加生态容量。要大力实
施“绿满许昌”行动计划，统筹城市空间绿
化、廊道绿化、乡村绿化等重点工程，实施
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升绿化品
质。要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抓好颍汝干
渠综合整治、再生水循环、河湖水系连通
等重点工程，巩固提升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成果。

另一方面，要铁腕治污减排。在抓好
污染治理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从源头上解
决问题，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调整，推进工业企业绿色升
级，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尤其要利用好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的机遇，更好地把建设试点工作与发展

“固废”产业结合起来。要放眼固体废物处
理的庞大市场，持续加大项目跟进力度，
争取设备生产基地落户许昌，努力创造建
筑垃圾高效利用的“许昌模式”，实现“无
废城市”建设与新兴产业发展“双赢”。

生态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
要切实增强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以更强烈的使命担当、更坚定
的拼劲韧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真正让生态绿色成为许昌的“代名词”，真
正实现以绿色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守护好一方
青 山 绿 水

王利辉

位于建安区的北海公园河湖水系连通，两岸绿树成荫，尽显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