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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利用资源 培育新兴产业
——河北承德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纪实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孙 艳

桑基鱼塘很环保

水塘养鱼 塘基种桑 桑叶喂蚕 蚕砂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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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承德德厦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以尾矿砂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透

水砖正在出厂装车准备运输，市场销

路很好。德厦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建

材产品已达 4 个系列 120 多个品种。

变废为宝的经济效益不错，仅此一项

每年可实现地方税收 43万元。

2012 年以来，承德以尾矿综合利

用为龙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寻求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形成了丰

富的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清洁能源

发电量不断提高，被评为国家首批 19

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单位之一。

珠江三角洲有句渔谚：“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
好蚕茧多”，讲述的是古代先民培育桑基鱼塘的经验和
智慧。

桑基鱼塘系统是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洼地利用
方式和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受水网交错、地势低湿的限
制，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低洼之田，洪涝严重。于是，先
民们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
四周为地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砂
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其
最独特的生态价值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

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七星村，有一片珠
三角地区保存最好的“桑基鱼塘”区，面积 3000 多亩，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良性生态循环的典范”。
村中几乎只有农业，水质极好，大部分农民依靠养鱼为
生。这里７个自然村，九成以上是农田保护区和耕
地。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一块块约四五亩大小的方格
形“迷你”鱼塘，数量有近千个。不过塘基之上，大面积
的桑树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种植的瓜果和蔬菜。
村民们说，养蚕周期长，效益低，而且现在没人愿意再
捞鱼塘淤泥做肥料了，又脏又辛苦。实际上，在上世纪
90年代，原始的桑基鱼塘已几近消失。

广东自古就是蚕桑主产地之一，而西樵素有“广纱
甲天下”之美誉。恢复“桑基鱼塘”，不仅是对古老种养
模式的保护，更是对这种生态理念的思考和传承：如何
在产业效益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求和谐相处的良方？

最终，七星村结合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决定走一条
“守田致富”的道路，摈弃水稻，重点发展效益较高的养
殖业。从 2000年开始，村里累计投入 850多万元开展
内河涌整治和鱼塘整治。通过挖深鱼塘，实施塘基硬
底化和鱼塘方格化等措施，使七星村的鱼塘产量大幅
上升，养殖的品种也从传统的四大家鱼转变为高产出、
高价值、高效益的“三高”品种。村民们在塘基上种植
油菜、甘蔗、水果等农作物，以更为先进的方式，开展了
改良版 “桑基鱼塘”循环种养方式，既改善了环境，又
增加了效益。

现在七星村北部面向西樵山的廖江村，正在建设
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恢复久违的桑园。约 125 亩的
桑基鱼塘区，包含 21 个鱼塘，里面养殖四大家鱼、鸭嘴
鱼、锦鲤等，塘基种植的 1 万株桑树枝头上，也结出了
紫红的桑葚。

据悉，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首期占地面积大约
500 亩，将建成以中国传统岭南渔耕文化为特色的生
态农业旅游度假区。种桑养蚕养鱼，让游客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

生态走廊生态走廊

青岛城市景观规划研究院以前的办
公地址可是黄金地段，靠近青岛前海、紧
邻市政府，但是现在却搬到了青岛北部的
李沧区。谈起搬迁的缘由，院长吕佳佚坦
言正是因为看重李沧区越来越好的生态
环境。“生态好了，我们的员工愿意来，同
时也会有大量新型企业入驻，这将给我们
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吕佳佚的感受源于青岛市李沧区以
生态领衔城区升级的战略选择。借助成
功申办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遇，2009
年李沧区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商都”的
构想，以治理河流、山脉为主线，全力打造
生态李沧，以生态的全面改善带动城区环
境和产业的升级。

李沧区有 8 条河流总长度 50 公里，其
中李村河全长 17 公里，上游 9.7 公里的河
道周边原有 17 个城中村，由于没有排污
管网，周边村民的生活污水、垃圾全往河
里倒，成了一条垃圾河、污水河。

“治理李村河有一个认识逐渐提升的
过程。”李沧生态商住区建设办公室招商

部主任韩阳告诉记者，最早的思路是侧重
于治理河道，目标主要是把污水河变成清
水河。2009 年世园会选址李沧后，李沧
区决定不单要把河道治理好，更要把李村
河变成高标准的城区生态景观河。“这个
提升，对李沧区东部从城乡接合部变为城
市生态商住区至关重要。”

李村河上游的综合治理突出了生态
环境提升功能，既注重改善河道周边生态
环境，更着眼于城市景观的营造。记者走
进治理后的李村河，发现昔日的臭水沟，
不单河水清澈了，而且水面面积大大增
加。沿河行走，浓密的树林、碧绿的草地
以及活动广场、健身场地、景观桥梁、亲水
平台、自然溪流等，构成了一条主题鲜明、
功能明确、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滨水景观长廊。

如今的李村河上游已成为青岛市的
“城市绿肺”，2011 年被国家建设部授予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被确定为全国徒
步大会青岛站永久会址和青岛世园会五
个分园之一。

与此同时，李沧区全面展开了山脉的
生态治理。李沧区内有百果山、老虎山等
山体 12 座，过去这些山无论是绿化覆盖
率还是生态环境都很差，不少区域还是
臭味熏天的垃圾场。李沧区在大力治理
这些区域的基础上，特别针对开采石料
造成的裸露山体实行了生态恢复，分别
采取植被混凝土、生态植物袋、团粒喷播
等先进技术工艺，修复了 30 多处裸露山
体，同时启动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山头
绿化，使该片区成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的示范区域。2009 年以来，李沧区新增
绿化覆盖面积 368.7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
率由 2008年底的 38%提高到 41%。

生态的综合治理首先带来的是城区
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村河上游的东
部区域过去道路破烂不堪，村庄环境脏
乱差。现在，不单河道周边 17 个城中村
全部实施了改造，彻底改善了居民的生
活 条 件 ，更 带 动 了 周 边 区 域 的 改 造 开
发，吸引了绿城、万科等众多全国一流
地产名企入驻，李沧东部由昔日破旧的

大农村，一跃成为青岛市极具吸引力的
生态居住新区。

生态的变化更带来了产业的升级。
“李沧区过去第二产业占了 70%以上，但
现在三产的权重已经大于二产，特别是
现代服务业正在崛起。”李沧区发改局局
长李宝群告诉记者，李沧区现在已经成
为青岛市最大的商圈，已建成的商业面
积达到 200 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将达到
300 万平方米，“万达、银座、乐客城等全
国闻名的商业名企纷纷入驻，这里还是中国
北方最大的茶叶市场，已被授予‘中国商业
名区’称号。”

旅游业更是迅猛崛起，世园会带动了
李沧区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更多的金融、IT、研发、设计等智力密集型
企业也开始向这里聚集，李沧区目前已形
成十多个以研发、设计、创意、创业等为主
的园区。李沧区的中艺 1688 创意产业
园，30 多家都市型总部企业以及研发、创
意企业已经落户，未来 11 万平方米的园
区全部完工后，还将有更多的企业入驻。

青岛市李沧区以生态的全面改善带动城区环境和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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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生态优良，有林面积 3310 万
亩，占河北省近一半，森林覆盖率55.8%，
是京津生态屏障地区。为了保护这一片
绿色，承德坚持发展林果经济，大做“增
绿”文章。目前，全市建设山杏、苹果、板
栗、桑蚕、沙棘、速生杨、刺槐等林果产业
基地 1120 万亩，农民人均拥有 10 亩林
地、1.02亩果树，年果品产量9亿公斤。

作为农业大市，承德在全市推广
循环农业经济模式，针对农林资源丰
富和秸秆等农林固废产量大的特点，
逐步形成了“农林固废制食用菌菌基
—食用菌种植—食用菌深加工—菌糠

制蛋白饲料—菌糠制活性炭”的循环经
济产业链，实现了农林固废综合利用，
并进一步发展了食用菌高值化产业链
和活性炭高值利用产业链。承德市平
泉县食用菌生产大户王臣向记者展示
了一个特殊的绿色燃料。他用秸秆和
废菌棒经过高温脱水之后，压块制成绿
色燃料，不仅起火快，无污染，而且还省
下了不少生产成本。

既为环境“增绿”，又有经济效益的
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承德还有很多。围
绕栗子做文章的这条产业链也很有代表
性。“栗子树下养柴鸡—鸡粪当养料—栗

子壳碾碎培育成菌棒—菌棒培植出栗
蘑—栗蘑自然晒干后出售—废弃菌棒
当肥料施予栗子树”，由此形成种养结合
的树下循环经济和山地果园立体经济，
让宽城、兴隆一带以出产京东板栗而闻
名的栗农们人均每亩地能够增收 3000
元以上。

种类多样的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让
塞外山区的农民在收获满眼青翠的同
时，也提高了农业、农村的资源利用率，
还美化、净化了农村生态环境，也过上了

“住新房、吃新粮、开着小车娶新娘”的幸
福生活。

承德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表明，到
“十二五”末，循环型产业体系和循环
化社会体系初具规模，基本建成优质
农林资源规模化高值利用与废物零排
放模式。

废物也是宝

尾矿变富矿

农业小循环 经济大收益

废弃手机期待绿色回收

承德地处塞外，大风、河流、温
泉、阳光处处蕴藏着宝藏，郑雪碧说：

“良好的生态是承德最大的优势和竞争
力，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环保的
清洁能源产业，才能使生态资源得到高
效、合理、科学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为此，承德市加快推进高端旅游服
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
业、新材料产业、清洁能源产业、食品
药品加工产业、现代物流产业、文化创
意产业八大重点产业，积极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
建设京北清洁能源基地是承德发展

新能源产业的首要目标，因地制宜开发
水电，加快培育光伏、地热、生物质发
电，不断壮大绿色经济，实现了风电、
水电、光伏发电的全面发展。目前，新
能源发电量占全市发电量的 43.8%。

承德已成为全国风电装机最多的地
区之一。国家批准的承德百万千瓦风电
基地中的河北建投围场如意河、华润围
场神仙洞风电项目正在施工建设，围场

卡伦庆花沟风电项目已完成核准。总装
机 287.65 万千瓦的承德百万基地二期
工程被列入“国家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
鼓励社会投资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已
经国家能源局批准。承德市风电累计装
机 达 到 216.69 万 千 瓦 ， 并 网 发 电
203.04万千瓦。

预计到 2015 年，承德市清洁能源
发电建设规模将达到 1000 万千瓦，其
中风电 685 万千瓦，水电 20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 100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
15 万千瓦。油页岩、地热和天然气得
到广泛开发利用，形成 500兆瓦时钒电
池生产能力和 80 万吨木煤生产能力。
全 部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将 实 现 产 值 500
亿元。

开发新能源 发展新产业

尾矿曾经是承德很头疼的一道环境难
题。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全市共有尾矿库
826 座，约占河北省的 1/4，全国的 1/17，
尾矿年排放量 2.5 亿吨，累计积存量 20 亿
吨以上。大量的尾矿给土地、环境、安全和
资源带来了重大压力。

为破解这一难题，承德市委、市政府将
尾矿综合利用提升到绿色崛起的战略高
度，成立组织、出台政策、建立机制、强力推
进，坚持走出一条“变废为宝、利国利民”的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2 年，河北省工信厅与承德市联合
组织召开了“承德国家级尾矿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基地建设启动大会”，承德尾矿综合
开发利用工作全面推进拉开了序幕。

目前，承德市已投产 42 家尾矿综合利
用企业，其中尾矿型材生产企业 15 家，年
产透水砖 100 万平方米、蒸压灰砂砖 4.6
亿块，尾矿利用在 500万吨左右。

在加大对尾矿综合利用、生产产品的
同时，承德也加大了新型尾矿绿色建材产
品开发和研发力度，先后与清华大学、河北
工业大学、国家尾矿联盟、中国建材研究总
院等 10 所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目
前，河北省睿索尾矿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
究院已落户承德，研发中心已达 3家。

承德将在丰宁、围场、隆化、滦平、宽
城、兴隆 6 个县建设尾矿开发高端、高值产
业园。“废物变宝物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培
育新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承德市委书
记郑雪碧说，力争到 2020 年，尾矿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实现工业产值 1000 亿元
以上，利税 200 亿元以上；新排尾矿资源
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实现无尾排放。
届时，承德不仅是全国矿产资源循环经济
发展示范基地，还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新型
建材生产基地，真正让尾矿变富矿。

据新华社电 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平均 15 个月
更换一部新手机，全国每年废弃手机约 1 亿部，而回收
率还不到 1%。一部分回收的旧手机经过翻新，流入
二、三线城市或农村销售；一部分经过拆解，变为零部
件用于维修，回收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还有一部
分无法使用的主机板等零部件，被某些非法企业用化
学方法提炼金、银等贵重金属。

在上海率先开展废弃手机回收的上海电子废弃物
交投中心，手机回收生产线常常面临“吃不饱”的窘
境。“如果废旧手机没有达到足够的量，单位处置成本
就很高，另外包含手机在内的第二批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目录尚未正式出台，没有国家政策和基金的支
持，企业参与回收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该中心
市场拓展部项目主管黄卫娟说。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总经理杨桂兴说，废弃
手机回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国家必须有
相关的强制性及鼓励性政策，并由相关机构来监督执
行，建立手机回收领域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目前，
生产企业和运营商既无积极性，也无责任进行回收，这
导致了无资质的非法处理企业，通过破坏性方式提取
其中的贵重金属，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而正规处理企
业往往难以拿到货，处于半饥饿状态。其次，需要在社
会各方的支持下，完善手机从回收、拆解到再利用的完
整产业链，并通过大力宣传环保理念，让消费者知晓如
何处理废弃手机，倡导消费者为绿色环保做贡献。

上图 承德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环保的清洁能源产

业，已成为全国风电装机最多地区之一。目前，新能源发电

量占全市发电量的 43.8%。

左图 作为农业大市，承德在全市积极推广循环农业

经济模式。平泉县对食用菌生产废弃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解决了食用菌生产中的菌糠污染等问题，全县每年还可增

加产值 1亿元。图为平泉县卧龙镇村民正在采摘食用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