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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呼唤绿色建材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稳

步推进，建筑能耗呈急剧上

升趋势，给环境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一些读者来信表

示，绿色建材有着巨大的市

场潜力，应通过发展绿色建

材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同

时，应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提升建筑的绿色水平，让城

市生活更低碳、更美好。

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追
求更加优雅、舒适的家居环境成为了现
代生活的主流，然而在装修过程中的环
境污染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逐
渐增多。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建筑材料
如砖瓦、水泥、石棉制品、大理石等，
含有不少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

近年来，发展绿色建材的呼声不断高
涨。但由于缺少顶层设计，目前出台的政
策较少，有些还停留在倡导层面，行业评
价指标体系和标准法规缺失，绿色建筑推
广过程中缺乏监管，绿色建材市场未形成
体系。目前，绿色建材产品在整个建材市
场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与我国计划的到
2020 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过
30%的目标相差甚远。

要引导规范绿色建材市场，促进绿色

建材发展，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首先，要
建立并完善绿色建材标准体系，实现绿色
建筑与相关行业良性发展。绿色建材跨
越建材、建工、化工、冶金等部门，必须加
强管理，做好协调，实现建材产品的设计
标准、制造标准、施工安装标准与建筑设
计标准的协调对接，构建以建筑设计为龙
头，从材料、产品设计、制造到施工安装的
标准化体系。加快研究制定其绿色认证
标准和认证办法，逐步编制发布绿色建材
产品目录，引导绿色建材发展、支撑绿色
建筑建设。加强生产和使用环节联动，加
快修订不利于绿色产品推广的既有标准
和规范，以先进标准规范激励绿色建材技
术进步、加快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其次，要进一步加大对旧设备的技术
改造，鼓励改革创新。合理配备资源，优

化组合，使现代化的绿色建材产品在技术
研发和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对于合理
利用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废料的低能耗、
低消耗建材企业予以扶持；对于利用资源
不合理、高能源的生产企业，采取高额征
税或限期整改等干预手段。围绕绿色建
筑发展需要，立足建材工业技术进步，以
标准规范为抓手，促进高性能绿色建材发
展和应用。

再次，加大绿色建材的宣传与科普，
提高人们对绿色建材的认识。广泛宣传
国内外绿色建材企业的产品，定期公示绿
色建材企业以及优质新产品，提升消费者
的认知水平。同时，加强对绿色建材的有
效强制检测和监管，引导建材工业结构向
绿色方向发展。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侯 方）

发展绿色建材需做好顶层设计

绿色环保建材是区别于传统的砖、
瓦、砂、石等建材的建筑材料新品种。与
传统化学或者金属材料不同，绿色环保建
材生产所用原料尽可能少用天然资源，大
量使用尾渣、垃圾等废弃物、可再生材料，
这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

其中，从生活垃圾中分选出的废旧
塑料化纤橡胶、农林秸秆等废弃旧料，经
过筛选、粉碎、研磨、挤出等工艺处理加
工成的硅塑、木塑产品，就是一种新型绿
色环保建材。这种建材具有环保、防水、
耐腐、防虫、阻燃、可循环利用等多种优
点，可应用于户外装饰、包装、园林、运
输、家装、滨海景观等场所，能够满足建
筑物对建筑材料的功能要求，兼顾建筑

物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自然环境具有
天然的亲和性，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不具有污染性和破坏性。在使用过程中
节省资源，在生产过程较少产生对环境
有破坏性的有害物质，实现了非再生性
资源的循环使用。

城乡生活垃圾变身成的再生环保建
材，经济实用、市场前景广阔。但目前，
这种新型绿色建材还面临产量大、推广
难等问题。以我们公司为例，每天环卫
部门的生活垃圾源源不断地运到公司，
公司生产的再生制品如井盖、墙柱、地
板等建材产量很大，但由于人们对再生
环保制品的认识有限，市场推广需要时
间，仅靠公司自主销售难以消化全部库

存，致使部分产品积压，甚至影响到公
司的发展。

为更好地推动绿色建材市场的发展，
国家应加快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加大推
介力度，加强市场运作，在政府采购中优
先采购再生资源产品。同时，加大再生资
源产品的宣传力度，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
同大力推广该技术和资源化产品，提高社
会认知度，促使人们加强对再生资源产品
的认识与了解，引导大家在日常生产生活
中积极采购再生环保建材。此外，政府还
应将再生环保建材列入绿色建材产品推
广目录，支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并鼓励
引导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

（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国田）

再生环保建材面临推广难题

长期以来，建材工业作为我国工业能

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行业自身面

临着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化解产能过剩

等诸多压力。如何走出低迷，实现行业可

持续性发展，中央已给出了路径——加强

供给侧改革。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双管

齐下，才能标本兼治。建材行业低迷的根

本原因在于供需失衡，需要用绿色建材这

把钥匙，打开供给侧管理需求之门。

所谓绿色建材，是指产品在全生命周

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

态环境影响，本质更安全、使用更便利，具

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

的建材产品。绿色建材分为建材工业生

产的绿色化和建材产品性能的绿色化。

发展新型绿色建材、实现生态循环发展是

建材行业的希望所在，其发展空间是无限

的。当传统的建材全部被新型、环保、生

态循环的绿色建材替代后，建材产业才能

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加强大宗建材产品生产绿色化，

化解产能绝对过剩。目前，水泥、玻璃等

大宗建材产能的增长大大超越了基础建

设及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这类产品不是结

构性的问题，也不是产品规格不符合市场

需求的问题，而是绝对数量增长过快，供

给大于需求。要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只是

简单地限制产能增长，而是应通过加大节

能减排力度，淘汰一批落后产能，让符合

绿色产业政策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

二是发展绿色装饰装修材料，满足不

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装饰装修材料，是建

材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遇到了发展困

境。而且这部分材料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所以被社会更加关注。这一行业面临

困难的原因在于，其产品结构调整速度未

能适应用户需求改变的速度。主要用于

满足新建房产、新增房产装修的初级装饰

装修材料，大于主要满足存量房产再装修

的高端装饰装修材料产量。随着房地产

投资的调整，必然影响这类材料的市场。

高端装饰装修材料的标志，首先是产品性

能的绿色，产品要求是环保的、对人体无

害的；其次是产品生产的绿色化，要求产

品生产无污染、可循环。目前，我国居民

大量已购房产主要集中在上世纪 90 年

代，大部分家庭都已到再装修时期。掌握

这部分需求，从发展绿色建材入手，加大

宣传力度，促进新的绿色消费观形成，以

新型的绿色建材产品，释放出再装修高端

健康的新需求，从而赢得这一市场。同

时，发展不同功能的定制化产品，满足日

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装饰装修建材将会

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三是把好绿色建材终端关口，释放潜

在消费需求。在供给侧管理中，建材流通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建材的发展，除

了国家政策的引导，建筑行业自身的推动

之外，也离不开下游市场的开发，消费者

对于环保产品的选择。目前，最让消费者

困惑的是，不知在市场上如何识别所需要

的绿色建材家居产品，如何找到可信赖的

绿色建材家居供应商。绿色建材家居产品

标准、标识的制定已是刻不容缓。有了绿色

标识，消费者可轻松购买。同时，探索建立

绿色建材家居产品追索机制，让假冒伪劣产

品无处藏身，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加大绿色

建材合格供应商的评价力度，加大对企业交

易信用评价力度，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发布

企业“红、黑”名单，让消费者对供应商有清

晰的了解，让潜在的需求得以释放。

四是推进绿色体验，引领挖掘新需求。

一个新市场的形成，需要新事物的引领。对

建材家居业来说，首先要求设计上的创新，

其次要推进深度绿色建材家居产品体验馆

建设，让消费者身临其境，提高消费者对于

绿色建材产品的热衷度，从而为绿色建材

的 发 展

提 供 新

动力。

用“绿色”钥匙打开建材行业需求之门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 秦占学

关注清洁燃煤

上图 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绿色建筑正成为建筑业发展新趋

势。图为近日举办的第三届江苏国际绿色建筑展览会上，多家企业带来绿色建

筑设计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应用参展，吸引了许多参观者。 戚善成摄
右图 12 月 1 日，河南旭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渣土粉碎分拣、制砖生产

线上，工人正在紧张工作。该公司年可处理废弃物 160 万吨，生产道路砖等 2.8

亿块，实现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 王蔚琼摄

支持农民工返乡要出实招
12 月 4 日的《经济日报》第 7 版刊发的《结合新

型城镇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消息，对于破解农
民工创业难题，鼓励和支持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农
民工返乡自主创业，将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鼓励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富余劳
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承接试点工作。

配套政策要真给力。围绕支持返乡农民工创
业，各地要在用足用好试点优惠政策的同时，制定相
应的配套激励政策，积极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
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制度，简化项目审批程
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平台建设要接地气。在承接试点过程中，各地
应对各自的发展优势作出准确定位，将创业项目选
择与当地主导产业发展相结合，使创业活动符合当
地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从而推动创业项目不断集
聚、效益规模有效提升。同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
相关扶持措施，通过搭建小额贷款创业帮扶工作机
制，解决好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融资难题；针对
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承受能力弱的特点，积极引入
商 业 保 险 构 建 创 业 保 险 机 制 ，防 范 可 能 出 现 的
风险。

技术培训要多样化。农民工长期外出务工，不
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不少人还学到了种
植、加工、企业管理等技能知识。各地应结合实际，
有针对性地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全方位的创业培训辅
导，提高其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抓好
典型宣传，组织返乡创业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引导和
鼓励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实现本土创业就业。

（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办公厅 薛培政）

建筑垃圾亟待

科学处置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

筑垃圾的产量日趋加大。大部分建筑
垃圾未经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往郊
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埋，甚至直接
向河流、湖泊、池塘倾倒，不仅侵占土
地、污染水源、影响市容，而且清运和
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灰沙等，又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如何科学处
置建筑垃圾，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
课题。

实际上，这些建筑垃圾也是一种有
效资源，是建设行业“第二资源”。建筑
垃圾中的许多废弃物经分拣、剔除或粉
碎后，大多可作为再生资源重新利用。
如废钢筋、废铁丝、废电线和各种废钢
铁配件等金属，经分拣、集中、重新回炉
后，可以再加工制造成各种规格的钢
材；砖、石、混凝土等废料经破碎后，可
以代砂，用于建筑砂浆、抹灰砂浆、打混
凝土垫层等，还可以用于制作砌块、铺
道砖、花格砖等建材制品。建筑垃圾的
回收和循环再利用，不仅能够保护环
境，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还可以节省大
量的建设资金和资源。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都出台了相
关的政策规定，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专
门回收处理建筑垃圾的专业性公司。
但从目前看，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还
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公众环
保 意 识 和 建 筑 垃 圾 分 类 存 放 意 识 不
强，致使玻璃、木制品、渣土、剩余混凝
土、水泥浇铸等废弃物混合堆放，增加
了回收再利用的难度。二是回收处理
缺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致使回
收利用率较低。

要使建筑垃圾“变废为宝”，首先，不
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并坚持严格执法，
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杜绝一切对建
筑垃圾违法倾倒、野蛮运输、破坏环境等
不法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统一的管
理体制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建立起“政府
推动、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科学运行
机制。

其次，加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垃
圾资源化的工艺技术装备研究和推广
工作。监督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严格
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 准 、环 境 标 准 要 求 ，组 织 好 生 产 运
行，努力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产品的应
用推广水平。

再次，支持和鼓励专门的建筑垃圾
回收公司购置新设备，采用新工艺、新
技术做好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工作，并通
过产业化生产、装配式作业，改变传统
的现场浇铸、现场制作等施工方式，以
减少建筑垃圾。

（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 郭 伟）

扶贫信贷也要讲经济效益
12 月 1 日《经济日报》“一线调查”版刊登的《准

在对象精在投向——五省市金融支持精准扶贫调
研》一文，调查了河南、湖南、四川、重庆、青海等 5 省
市推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典型做法。

金融扶贫可操作性强，具有较好的可复制性。
但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
实现，而金融贷款就像一把双刃剑，能带来收益，也
能带来风险。解决好金融信贷资金产生效益的问
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意义重大。

一是激发群众发展热情。通过宣传动员、典型
带动等方式激活有生产经营能力的贫困户的自身发
展能力。笔者所在湖南省古丈县大力推行“双带”模
式。龙头企业带动扶贫产业发展、能人大户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鼓励有产业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发展
产业，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油茶、茶叶、烟叶、柑橘种植
和山羊、土鸡养殖等特色产业，群众从“等和靠”转变
成“找和赚”，从而使金融扶贫有了“着陆点”。

二是降低金融贷款风险。通过以助保贷、小额
贷款、政府贴息等方式，优先对带动能力强、辐射范
围广、诚信守法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给予
政策倾斜；通过与高校合作，培训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法人及产业能人，加大职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力
度，加强农民抵御风险能力。

三是利益联结解决授信难。对于授信难的贫困
户，鼓励将政策扶持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折价入
股，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行统一管理和
生产经营，通过“1 带 N”方式与贫困农户结成联股、
联利共同体，采用优先劳务用工、入股分红、二次返
利、物化投入等形式，对贫困农户开展有效帮扶，形
成精准扶贫内在动力。

（湖南省古丈县委 覃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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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推动分级诊疗
12 月 8 日《经济日报》11 版刊发的《让医疗资源

配置更科学》一文，从信息互通实现资源流动、数据
共享提升医疗质量、加强监管三方面详细介绍了利
用互联网+，推动分级诊疗的经验。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笔者在工作中了解到，很多
患者想就近在乡镇医院诊疗，但有很多检查只有到
大医院才能做，无形中给大医院看病造成了压力。
笔者认为，只有让优质医疗资源信息能够共享，实现
分级诊疗信息化，才能让更多百姓得到实惠。

一是建立标准统一的患者医疗健康档案，实现
所有医疗单位检查记录的共享共用，以减少重复检
查产生的医疗资源的浪费。打破大医院与基层医院
不对称性，让大医院的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医院，并
逐步缩小与大医院医疗技术上的差异。

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基层医务人员能够与
医疗专家有更多的交流学习互动，通过远程教学等
方式，提高落后地区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三是健全医院转诊机制体制。建立不同级别医
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减免转诊繁杂手续，拓展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实现诊疗、用药、检查检验结果、健康档案等信息
在上下级医疗机构间共享和交换，实现功能互补。

（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 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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