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座小山似的粉煤灰堆，堆积了
上亿吨粉煤灰。灰堆旁，一边是水磨头村
——田间地头和院落炕头都落满了粉尘，
有的房屋根基下沉，墙体开裂；耕地盐碱
化，无法耕种。目前该村已经开始搬迁。
另一边，离灰堆更近的是山西朔州润臻新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这里，粉煤灰被
送进机器，变成平整的板材吐出来；然后，
再加工成精美的家具，登堂入室，身价百
倍。为这一情景所震撼的不只是国内的
厂商，更有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许多
国家的专家纷至沓来。

污染催生治理需求

山西朔州市是一座资源型城市，在煤
炭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大
量的工业固体废弃物。据统计，这里年排
放煤矸石 4200 万吨、粉煤灰 800 万吨、脱
硫石膏 120 万吨，特别是粉煤灰排量大、
堆存多，累计堆存量已达 1.8 亿吨，不仅
占用土地，而且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影
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如何让这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变废
为宝？经专家论证，粉煤灰也是一种资
源，可广泛应用于道路工程、生态回填、有
价元素提取、农业等领域。朔州市委书记
王安庞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
压力和挑战。为了让粉煤灰成为新兴绿
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大力发展
煤矸石制建材、煤矸石材料加工、脱硫石
膏制建材、粉煤灰制建材、粉煤灰提取氧
化铝等产业。力争到 2020 年，煤矸石综
合利用率达到 100%，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达到 80%，建成全国有影响的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记者了解到，朔州市把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产业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支撑
全力推进，规划建设了固废综合利用工业
园区。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园区，朔州
市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明确凡固废综合
利用企业全部纳入资源综合利用类企业，
享受国家各类优惠政策，包括税费减免，

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全征全返等。园区
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全部由政府投资，政
府从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聘请专家队伍，
免费为企业提供技术和服务。努力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投资企业提供宽松的
生产经营环境。

朔州市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是全
国第一家集中发展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
的工业园区，也是该市依照循环经济理念
规划的 8 个工业园区之一。“利用周边丰
富的粉煤灰资源以及重度盐碱地，我们规
划建设了固废工业园区，总面积达 2.4 万
亩，现在的入园企业已有 16 家，年消化粉
煤灰 260 万吨。全部建成以后，最终消化
粉煤灰的能力是 1 千万吨。”固废工业园
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建成说。

自主研发点碳成金

“你看这张办公桌、我身后的这排书
柜，还有你坐的那把椅子⋯⋯都是我们利
用新技术用粉煤灰做成的！”在朔州一家
家具店，润臻公司董事长胡勇对记者说。
这些桌椅、门窗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光
滑、细腻、有质感，摸上去与普通家具无

异，如果不是特别说明，记者怎么也不会
把这些家具与粉煤灰联系在一起。

润臻公司研制出以粉煤灰为主要原
料的碳金新材料板材，这些板材可以做成
各种高档家具，使粉煤灰的价值提升了几
百倍。“如今，我们公司年消化粉煤灰 150
万吨，产值达 2.5 亿元，产品以零甲醛排
放、可吸附、能回收等特性蜚声海内外。”
胡勇说：“我给产品起了一个名字叫‘碳
金’。”要说这些家具得到国内外专家认
可，还得从今年 9 月在朔州举行的“2015
亚洲粉煤灰及副产石膏处理与利用技术
国际交流大会”说起，该公司利用粉煤灰
制造出来的家具、地板大放异彩。亚洲粉
煤灰协会主席大卫·哈里斯说：“大师在民
间，没想到你们能把粉煤灰做到极致！”

朔州市先后建成 4 个粉煤灰综合利
用研发中心，并与国内 16 所高等院校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他们与北京大学合
作共建的固废资源化研究中心，现已成为
全国粉煤灰综合利用技术的示范研发基
地。朔州市与中煤平朔共同投资的朔州
市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集中进行粉煤灰、
煤矸石开发利用研究，其中粉煤灰提取二
氧化硅和氧化铝新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朔州把工业固废利用作为新兴产业
培育，被工信部确认为全国首批十二个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全国工业绿色
转型发展试点城市，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
国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示范基地之
一。2011 年，“院士专家行”首站活动在
朔州举行；2013 年到 2015 年，“亚洲粉煤
灰及脱硫石膏处理与利用技术国际交流
大会”连续 3 年在朔州召开。朔州发展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取得的成就得到了
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循环经济引领转型

一排排整齐的现代化厂房，一幢幢拔
地而起的办公大楼，一条条平整宽阔的柏
油马路，在蓝天、白云、绿树、草坪的映衬
下，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曾经一望
无际的盐碱滩，变成了循环、生态、集约的
朔州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

目前，朔州市已有 140 多家固废综合
利用企业，形成了煤矸石发电、煤矸石材
料、粉煤灰综合利用、脱硫石膏综合利用
的产业集群，在这四大产业集群的带动
下，全市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
3400 万吨，年综合利用率达到 63%。固
废综合利用产业在朔州市工业经济中的
占比逐年提高，2014 年产值达到 180 亿
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13%，成为了新的
支柱产业。

“我市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不
仅是要淘旧引新、技术创新，更是要让循
环经济的理念在这里生根发芽，为全市人
民带来无穷的物质和生态财富。”朔州市
市长李海渊说。

在朔州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记者
走访了生产陶瓷纤维的中源伟业公司，生
产蒸汽切块的晋源粉煤灰公司，还有可以
把粉煤灰吃干榨尽、生产氧化铝和偏硅酸
钠的国能神州公司。随着隆隆的机器声，
又污染又占地的“煤渣渣”变成了适应市
场需求的“香饽饽”，走向世界各地。

目前，朔州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
业已延伸到建材、饰材、化工、轻工等领
域，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企业集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仍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在许多方面可以继续拓展。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在日前举办的第八届
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交流对话会上，深圳市盐田区

“城市 GEP”，即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及运
用荣获“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奖。

“城市 GEP”是指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
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总
量。不同于之前的 GEP 核算，盐田区创立的“城市
GEP”核算体系，除了考虑城市中自然生态系统为人
类生态福祉作出贡献的部分，还加入了城市中人居环
境建设为人类生态福祉作出贡献的部分，并实现了量
化核算。

目前，盐田区已将“实行 GDP 和城市 GEP 双核
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纳入 2015年重点改革计
划，每年核算并发布全区 GDP 和“城市 GEP”，让生态
资源指数成为政府决策的行为指引和硬约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说，“中国地方
政府创新奖”旨在发现各级政府在制度创新、机构改革
和公共服务中的先进事例，宣传、交流和推广各级政府
创新的先进经验。通过对政府创新最佳实践项目的评
选，鼓励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进行体制创新，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

海 青 是 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的 千 年 古
镇。上世纪 60 年代，作为山东实施“南茶
北引、南竹北移”战略的最早地区之一，历
经半个世纪培育，海青的 3 万亩茶、上千
亩竹，成就了别具韵味的“北域江南”。

海青茶香，得益于水。潮河和东、西
甜水河，连同交汇的诸多支流，成就了这
里的水乡。秀水潺潺，碧波拥翠，是海青

“江北水乡”的真实写照。海青的江南诗
情还不止于秀水，更在竹风。漫步竹林小
径，仿佛置身天然氧吧，宁静秀雅，沁人心
脾。放眼望去，满目的竹，葱绿青翠，赏心
悦目，有人曾赞誉海青“盈盈绿水绕山峦，
青青翠竹养心田”。秀水、翠竹、绿茶，构
成了海青独特的生态文化。在海青，于竹
林幽泉，舀一瓢山水，泡一壶绿茶，于此看
竹、赏花、品茶、摘果、嬉水，四方游客会体
验到身心的放松与回归。

这片生态宝地也曾遇到过考验。上
世纪工业化大行其道之时，要不要引进工
业项目，也曾困扰过海青人，但是他们始

终坚守着保住青山绿水的信念，坚决不上
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就在前两年，海青还
拒绝了一个年产值 10亿元的大项目。

留下了青山绿水，海青人精心打造茶
产业。通过引进新品种、建设新园区、改
进新工艺、策划新包装、打造新品牌、拓展
新市场、塑造茶文化“六新一塑”综合措
施，全产业链提升发展海青茶业。2014
年 7 月，海青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镇”；11月，“海青茶”通过农业部地理标志
农产品登记认证；今年 5 月，海青 5 种茶叶
入选“青岛十大名茶”。目前，海青 4 万多
人口中，有一半的人在跟茶产业打交道。

近年来，海青人在传承历史工艺基础
上，开始打造自己独特的高端茶叶品类。
在青岛益元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村
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独创的“海青佳人”茶
叶，“这种茶叶的原材料非常稀少，只有被
一种叫小绿叶蝉的昆虫咬过后留下唾液
的嫩叶，才能作为原料”。李传村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我这个 400 亩的茶园，一

年只能出 40斤干茶，价格在万元以上。”
随着海青“竹风茶韵”特色逐步显现，

前来海青旅游休闲的人越来越多，采茶、
品茗、登山、赏景、吸氧⋯⋯游客们在此流
连忘返。游客的增多，又带动了餐饮住宿
等产业的兴起。目前海青共有特色农家
院 53 家、家庭旅馆和经济型旅店 32 家，可
同时容纳 7000 余人就餐。海青人仅依靠
茶业产业链，每年人均增收可达万元。

从去年开始，海青镇提出建设“江北
绿茶古镇、美丽幸福海青”的战略构想，计
划通过 3 到 5 年的努力，以茶园为主体，结
合青山、绿水、竹林等自然资源优势，进行
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综合开发，形成“北
茶古镇、静雅海青”独特旅游品牌。

为突出“茶乡、竹乡、水乡”特色内涵，
海青镇依托农委、财政局专项资金扶持的
海青茶业生态示范区，规划建设了北茶国
家农业公园，发展了碧雪春生态园、青岛
颐馨苑茶文化产业园、龙跃生态园等一批
集高端茶产品、茶叶交易、博物馆、生态观

光、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现代化茶产业示
范园。还修建了登山石道、观光亭、茶圣
陆羽雕像等旅游景观。同时，借鉴江南小
镇建设理念，统一外立面风格，统一门头
牌匾门楣、立面挑梁挑檐等，目前整治面
积达 7 万平方米，初步营造出了特色突
出、形象鲜明、内涵丰富、格调高雅的城镇
视觉空间效果。

在此基础上，海青大力引进与茶业和
旅游相关的项目。今年以来，全镇新开工
海青茶博园、杜鹃谷、茶业综合体、杉木生
态园、国色天香牡丹园、忆江南旅游文化、
太阳城庄园等 12 个大项目，总投资额达
26亿元。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北茶产业联盟的
海青基地，年内争创两处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3年内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让

‘千年古镇、北域江南、竹风茶韵、静雅海
青’这张名片更加靓丽，让生态环境更加
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海青镇党委书
记李金国说。

山西朔州加快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培育成新兴绿色产业——

煤 渣 渣 变 身“ 香 饽 饽 ”
本报记者 刘存瑞 通讯员 石永杰

山东青岛海青古镇致力打造——

竹风茶韵“北域江南”
本报记者 刘 成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河北唐县西北角
的黑角村，只见坡上种满了洋槐、白杨、椿
树、枣树、柿树、核桃树⋯⋯良好的植被不
仅锁住了雨水，也为山村招来了久违的精
灵——狍子、山鸡、野猪已经司空见惯，甚
至有人看到了下山喝水的梅花鹿。

黑角村羊角乡副书记李东明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黑角村有 1.6 万多亩山场。
30多年前，山上只有几千棵靠天收的枣树
和柿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但不养山。

村党支部书记吴大德说，从他记事
起，黑角村的山就是秃的。雨季，只要雨
大一点就会引发山洪，冲了山脚的护田
坝，淤了口粮田，一毁到底。人们只能和

穷山恶水死缠烂打，年年月月出大力，可
还是穷。

1983年，吴大德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正当年的他要种树拔穷根，发
动村民的话只有一句：谁栽谁有。

起步先造“薪炭林”。全村 10 个生产
队，人均四分薄地。村里要每个队拿出最
好的一亩地育洋槐。洋槐好活，长得快。
吴大德至今记得，10 亩苗圃一年出 10 万
棵苗，一亩山场栽 45棵苗，一桶水浇 30 棵
苗；为保活，每棵苗都要给根裹上泥浆。

黑角村以树划线、定标准：全村 1500
人，一年人均 200 棵树的“任务”，党员必
须达到 250 棵。人心大振，指标也不断水
涨船高。3 年间，黑角村挖了 30 多万个鱼
鳞坑，救活了 7000多亩荒山。

从 1987 年以后，黑角村主攻果林扩
植和管理，柿树、枣树、核桃成片连方，全

村的山绿透了。10年间，全村人均果木达
到 200 多棵，是原来的 10 倍；仅果品一
项人均年收入达到 2000 元，而过去人们
在土里煎熬一年不过二三百块钱。

30 多年，黑角村的洋槐、白杨等杂木
伐了好几茬，卖原木和板材，随伐随种。
家家做饭用煤、液化气，没人砍柴了，树越
种越多。这些年果品价格下滑，收入不如
以前了，可果树依然茂盛。究其原因，就
是因为吴大德咬住护林的标准不放松。
为了保证村民需求，他们专门划出一块山
地供养羊户放牧。山上时常有人巡视，周
边村子的羊绝不允许上山，自己村子的羊
严格限制。

山茂林丰，根子就在村两委班子咬定
青山不放松——原先“谁栽谁有”的合同，
在 1993 年全部经过了司法公证，一百年
不变，村集体每年还要核“树”登记。村里

的干部和党员大多是当年的种树先锋。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唐县最绿的地

方。李东明掰着手指头算：“全县森林覆
盖率在 20%左右，黑角村所在的羊角乡能
到 45%，而黑角村绝对超过 70%。近年来
国家日益重视，去年仅公益林就给他们村
核定了近 3000 亩，公益林补助的收入对
于他们加大森林建设和保护力度是不小
的支持。”

唐县山区建成了第一个寄宿制小学，
正在扩建食堂；几条上山的水泥路每年都
盘升一段；建卫生所、饮水安全工程、危房
改造工程、建护路坝⋯⋯公益项目年年
有，去年山上又种了 100亩薄皮核桃。

年近古稀的吴大德带着记者爬上山
坡。老人说了几遍：“这不光是美丽！这
满山遍野的树，承载着 30 年来的坚韧，凝
聚了无数人的心力。”

河北唐县黑角村党支部书记吴大德带领全村——

种 树 三 十 年 荒 山 变 宝 山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张英涛

深圳盐田城市GEP获创新奖

本版编辑 杜 铭 刘 蓉

在保护生态环境、守住耕地红线的压力面前，贵州
省绥阳县把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放在首位，加强山、水、
空气、土壤和万亩大坝一体管护，切实守住守好山青、
天蓝、水清、地洁的生态底线，制定了县四大班子主要
领导包保 5000亩以上坝区耕地保护的方案。

在工业抓突破上，绥阳县发展能够发挥生态环境
优势的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
在扶贫攻坚上，贫困乡镇太白镇、温泉镇和贫困村立下

“军令状”，限时完成既定目标；全县 46 个贫困村按照
精准扶贫“六个到村到户”要求，深化“项目式”扶贫，全
面开展“造血式”扶贫，全县年底将减少贫困人口 1.3
万人以上。同时，按照“一村一策、一村一产”的原则，
加快推进 46 个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畅通
关系群众利益的“最后一公里”。

绥阳按照“坝区抓高效，山区抓特色”的现代农业
发展思路，以农业品牌创建为引领，加快常规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郑场万亩金银花示范基地规模不断扩
大，充实园区内涵，洛江万亩现代农业项目、旺草 3000
亩优质蔬菜、蒲场 2000 亩牡丹园、风华 2000 亩精品
果蔬以及枧坝玫瑰园等项目全面启动，形成了现代高
效农业园区与生态观光旅游、乡村生态游整合发展的
现代农业产业带。

以“诗画绥阳、养生天堂”为旅游产业发展目标，绥
阳全面推进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乡村旅游、养生康体
旅游，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绥阳。

对于四川洪雅县瓦屋山镇
党委书记胡天贵来说，今年是
忙碌并快乐着。“我们这么个偏
僻的山区乡镇，今年竟接待游
客上万人，村民们搞接待忙得
不可开交。”胡天贵说，这要归
功于良好的森林资源。

“到 2014 年，洪雅县的森
林覆盖率已达 70％，而 15 年
前仅为 49.8%，14 年时间就提
高了 20.2 个百分点。”洪雅县
委书记阳运良说，坚持持之以
恒地实施退耕还林、保护天然
林，富集的森林资源不仅造就
了洪雅优越的生态环境，而且
促进了以休闲度假为主的体验
式旅游产业飞速发展。

洪雅属于四川盆地周边山
区县，有全国特大国有林场之
一的洪雅林场。为把洪雅建设
成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洪雅县始终坚持“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全县
干部群众充分依托洪雅林场，
大 力 植 树 造 林 。 特 别 是 自
1998 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以来，不仅洪雅林场千名林业
工人从昔日砍树人变成了栽树
人，而且全县从 1999 年开始启
动退耕还林工程后，截至目前，已累计实施退耕还林工
程 40 多万亩，其中退耕还林 21.9 万亩，配套荒山造林
19.1万亩，在四川盆地周边山区率先消灭了荒山。

如今的洪雅山清水秀，全县年均气温 16.6℃，空气
中负氧离子含量达国家最高 6 级标准，生态环境质量
跃居四川省 183 个县（市、区）前三位，游客慕名而来。

“没想到洪雅环境这么好，满眼皆绿，让人神清气爽！”
来自重庆的自驾游客张宏君带家人游览后说。

近年来，洪雅县乘势而上，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和优
良环境，发展以休闲度假为主的体验式旅游产业，引进
了希尔顿、卢浮宫等国际品牌落户，打造出了瓦屋山国
家森林公园、七里坪和野鸡坪度假区，以及柳江古镇等
风景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洪雅林场为探索国有林场转型之路，在保持林场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依托 200 多万亩
森林资源，鼓励社会资本、林场职工发展森林康养产
业，在四川建成首个“森林康养示范区”，成为四川林业
系统森林康养的发展样本。

自 2012年以来，洪雅县成功签约亿元以上旅游项
目 12 个，协议总投资额达 405 亿元。2014 年，洪雅接
待游客 5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9%，实现旅游总收入
46.9 亿元，同比增长 15.3%；今年 1 至 8 月，接待游客
495.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实现旅游总收入 39.76
亿元，同比增长 15%。

四川洪雅

：

护林造林成就度假天堂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姚永亮

贵州绥阳：

守生态底线培植后发优势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石芝谋

山西朔州市的粉煤灰产品生产线。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