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围 城 的 垃 圾 被 称 作 是 ‘ 城 市 毒
瘤’，目前已经应用的垃圾处理方式，不
单无力根除这些‘毒瘤’，而且还会造成
二次污染。我们自主研发的以三种生物
菌群为核心的第三代垃圾资源化新技
术，可以彻底根除垃圾这一‘城市毒
瘤’。”凯远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东告
诉记者。

“我们联合了数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组建了几十人的研发队伍，经历了 8 年
艰苦的研发。”江东说。2014 年，一种
以生物菌群为核心的第三代垃圾处理技
术——MBC 技术研发成功。这种技术主
要 由 3 部 分 组 成 。 自 动 化 机 械 分 选 技
术：可以把不可燃烧物质剔除，把可回
收的金属等资源化利用，由此实现了垃
圾的工厂化分类；生物菌群技术：由 3
种菌群组成，高效除臭菌群、高温干化

菌群、生物泥炭化菌群；再生清洁能源
发电技术，就是通过生物处理把垃圾变
成垃圾衍生燃料，实现清洁能源发电。

“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3 种菌群。”
江东告诉记者，除臭菌群能最大限度地
消灭垃圾的恶臭有毒气体；干化菌群喷
洒到生活垃圾后，可以达到 90 摄氏度的
高温，降低垃圾的含水量。特别是能把
垃圾渗滤液通过蒸发冷凝技术，全部资
源化利用，实现垃圾渗滤液零排放，彻
底解决垃圾渗滤液的问题；泥炭化菌
群，可以把垃圾中的餐厨垃圾，在 8 天
时间内变成可燃物。“我们的生物技术可
以使有机物在 8 天内变成泥炭，热值比
原 生 垃 圾 提 高 了 3-4 倍 ， 达 到 了
2800-3500 大卡，这比褐煤的热值还要
高。”江东说。

这一全新的生物技术从源头上解决
了垃圾焚烧的弊端。“垃圾热值提高了，我
们不需要再添加煤油助燃，垃圾焚烧采用
了气化燃烧技术，温度可以稳定在 950 摄
氏度，烟气停留时间大于等于 4 秒，不单
二恶英实现了近零排放，而且垃圾渗滤液
也实现了零排放。相对于传统垃圾焚烧

技术，发电效率提高了 30%，危废飞灰产
生 量 减 少 50% 至 70% ，炉 渣 产 量 减 少
50%，而且炉渣质量很好，可以全部资源
化利用，不用再次填埋。”江东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他 们 还 解 决 了
PM2.5 的捕集难题。他们研发了一个气
溶胶粒子荷电凝并装置，让 PM2.5 以下
的微粒带上电荷，凝并成大粒子，这样
就可以捕集起来了。“这项技术使各项排
放指标达到了最新的欧盟标准，与德国
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实现了同步。”

“MBC 技 术 不 单 能 处 理 好 现 有 垃
圾，还可同时处理填埋场存量垃圾。”江
东告诉记者，MBC 技术可对填埋场土壤
进行好氧生物修复，使垃圾填埋场得到
复垦利用，并且可以协同处理污水厂污
泥、餐厨垃圾 （酒店泔水）、粪便及动物
尸体、非化学可燃工业垃圾等城乡固废。

目前，凯远环保团队研发的 MBC 技
术已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示范工程项目被山东省政府列入
2016 年重点节能环保项目和 32 家节能环
保产业基地项目，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推荐评为 2016 中国创新成果，被“2016

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评委专家团评
为“2016十大绿色创新企业”。

2015 年，经山东省环保厅和山东省
住建厅批准，利用 MBC 技术的第一个
日处理量 300 吨的垃圾资源化示范工程
项目建成投产。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运营
和检测，这个项目的所有检测指标全部
优于国家标准，达到了德国最新的标
准。这意味着这项技术完全可以媲美德
国技术。而在垃圾处理领域，德国技术
代表着世界之最。这项技术的核心——
三种生物菌群，也由青岛疾控防疫中心
检 测 完 成 ， 结 论 是 ： 零 危 害 、 零 副
作用。

“我们将全力支持凯远环保公司这项
技术的实施。”凯远环保公司的股东凯远
集团董事长李以恕告诉记者，公司正在
着手规划这项技术的落地方案，争取早
一点在更多的区域推广应用，为中国的
环境保护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据悉，
凯远环保将逐步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建设
处理工厂，一方面处理新增的垃圾，一
方面处理存量垃圾，并同步修复垃圾处
理场已被污染的土地。

我国企业自主研发成功第三代垃圾资源化新技术——

用生物菌群消灭“城市毒瘤”不再是梦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 报 讯 记 者 沈 则 瑾 报
道：近日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获悉，“十二五”以来，经过
上海全市上下共同努力，2015
年上海单位 GDP 能耗为 0.463
吨标准煤，“十二五”累计下降
25.45%，下降率在全国各省市
中排名第二。

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从最初以被动调整高耗能
项目促进节能减排，扩大到主
动调整“三高一低”企业，服务
经济转型发展，再逐步转向以
战略性调整推进重点区域转型
升级。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项目
4208 项、累计减少能耗 435 万
吨标煤，腾地近 8.8 万亩；完成
了浦东张江、嘉定南翔等 12 个
区域专项，正在积极推进普陀
桃浦、浦东合庆等 17 个重点区
域专项。

上海统筹推进工业、建筑、
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工
作，大力推进工业节能技改工
程（重大项目 500 多项，完成
5153 台燃煤锅炉窑炉清洁能
源替代）、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
筑 推 广 工 程（绿 色 建 筑 面 积
4300 多 万 ㎡ ，装 配 式 建 筑
1000 多万㎡）、新能源汽车推
广工程（新能源汽车 5.5 万辆）
等重点工程，成效明显。节能
监察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完成
30 个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年
度核查以及对全市 100 家公共
建筑温度情况的实时监控。

目前，上海节能环保产业
已初具规模，全市规模以上节
能环保企业有 160 多家，总销
售收入近千亿元。在高效电机
及其控制系统、高效输配电变压器、除尘脱硫脱硝技
术、汽车尾气处理、工业再制造等领域居全国领先水
平。碳排放交易平稳有序，连续两年实现企业 100%
按期履约，成交金额近 5 亿元。以合同能源管理为代
表的节能服务产业稳步发展，第三方环境治理循序渐
进。“资源综合利用+互联网”快速发展，涌现了森蓝环
保 5H 回收体系、新金桥“阿拉环保卡”、焕境环保“东
方循环”、城建物资“绿智慧”等一批新兴业态。

6 月 16 日在上海市能效中心举行的《推进绿色产
业园区创建合作备忘录》和《上海市“节能减排收益权”
质押 500亿绿色融资合作备忘录》两项签约活动上，上
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已选定临港产业区、金山工业区、上
海化工区、金桥开发区、市北高新区等 5 家园区进行绿
色产业园区试点示范，以逐步带动上海全市国家级和
市级园区全面创建绿色产业园区。同时，上海市经信
委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 10 家银行携手，探索在绿色
产业园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以及合同能源管理、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等领域，采用“节能减排收益权”质押
融资方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10 家银行承诺以“节能
减排收益权”模式提供 500亿元人民币融资额度，这是
目前国内参与银行最多、资金规模最大、针对绿色产业
园区创建的节能减排投融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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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迈入全域绿色转型新阶段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环保部日前通报称，
新设立的水环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
管理司自组建以来，人员已基本调整到位，工作机制
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正协调有序推进。

据介绍，2015 年 2 月，中编办批复环保部不再
保留污染防治司、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设置水环
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管理司。经过
一年多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环保
部制订了实施方案，并于 2016年 3月启动实施。

按环境要素设置水、大气、土壤三个司，主要目
的是围绕环境质量改善的总目标，以水、大气、土壤
三个有明确质量要求的环境介质管理为核心业务，理
顺内部职责和业务关系，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履行环
境保护的各项管理职能。

实施方案主要对三个环境管理司及相关司局的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作了调整：在职能上，将原
污染防治司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职能整合后按环
境要素分到三个司，强化其包括制定环境标准在内的
若干管理手段职能，并针对内部职责交叉问题，理顺
农村环保、生态补偿、环境信息、考核创建等职责，
明确工作分工。在机构设置上，根据职责调整和工作
需要，对三个环境管理司内设机构进行合理设置，并
对部内相关部门内设机构及职责作了相应调整。

环保部新设水、气、土三司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一直以“恬静”示人的海南琼海是
一座城市，也是一处田园。

在琼海，万亩田野环绕着一个个美
丽的村庄，一个个村庄点缀着广阔的田
野。一畦畦农田、一片片槟榔，将乡野
渲染成绿色的“海洋”；一条条栈道、一
道道河流，在其间蜿蜒。走进琼海，仿
佛走进画中。

守住三条“红线”

2014 年，琼海市被确定为首批国家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其入选得益于
在城镇化建设中，选择了一条以人为本
的“田园城市·幸福琼海”的发展路子。

但走这条发展路子并不容易，因为
琼海市的“生态底线”十分苛刻。记者
在琼海市北仍村、多文村采访时，当地
的群众说，“在村里，不能砍一棵树，一
些破旧的坛坛罐罐摆放好了也是一景”。
截至去年底，琼海市所建成的 1857 个文
明生态村都秉承着“不砍树、不拆房、
不占田，就地城镇化”的原则。

“美丽乡村，生态美是前提、是基
础。”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告诉记者，

“琼海市坚持生态为重，‘不砍树’是保
护生态的红线，‘不占田’是敬畏自然的
红线，‘不拆房’是社会稳定、民生和谐
的红线。坚守这三条红线，才能最大限
度地保护乡村的自然、历史和文化风
貌”。

琼海市委、市政府于 2012 年在全国
率先提出“田园城市”理念，说到底是为了
保护生态环境，让琼海农村成为一个“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使整个琼海成为一个“城在园中、村在景
中、人在画中”的大景区。

琼海市嘉积镇多文村，曾以“脏乱
差”闻名，一到下雨天，村民就无法出
行，垃圾堆随处可见。2013 年，琼海
市开始打造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并
对周边村庄进行了建设。通过对基础
设施的配套完善、环境卫生的整治提
高、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文化
的 挖 掘 弘 扬 、 多 元 功 能 的 合 理 布 局 ，
多文村实现了村路巷道硬板化、村庄
环境公园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公共
服务均等化、农民收入多样化、农民生
活现代化。

多文村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让原
本脏乱不堪的村子变了样。环境改善
了，村民的幸福感也得到了提升。“城里
人有的咱们都有，想不到在农村也能过
上这样的好日子！”忙活在自家农家乐厨
房的王妹高兴地告诉记者。

嘉积镇礼都村把村路升级改造为具
有骑行功能的旅游绿道，通过采用传统
建材青砖和火山岩等铺设村中小路，利
用当地竹子和椰树干围起路边景观篱
笆，收集村中传统手工艺品陶器以及磨
盘等生活用具摆设点缀路景，家家户户
门前空地种上花草。“经常看到游客在绿
道上悠闲地走着，特别是候鸟老人们，
最喜欢在绿道上漫步了。人多了，我们

村子都快成景点了。”礼都村村民陈润泽
告诉记者，他家的田地就在绿道旁边，
有不少游客来地里买菜，“看中的就是生
态、绿色”。

截至目前，琼海已累计投入资金 5
亿多元，推动文明生态村建设实现“六
化”，即村路巷道硬板化、村庄环境公园
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公共服务均等
化、农民收入多样化、农民生活现代
化。保留生态本色和村形地貌，不改变
生活空间，让农民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
造，让农村人享受市民同等标准的自来
水、电力、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分类
等基础设施，这就是琼海“三不一就”
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生态红利反哺百姓

不能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地生活在画
中，琼海市委、市政府一直思考，如何
改变近年来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大而
不强，工业小而不优，新兴服务业不成
规模，财政支撑产业单一、过度依靠房
地产的现状。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琼
海产生了“农家乐”“家庭旅馆”“休闲
慢道”“农产品采摘体验”等新业态，加
速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得到真正
的实惠。

坚守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底线思
维，琼海以特色小镇建设为切入点，对
全市进行整体规划。短短几年间，就地
城镇化在琼海 1710 平方公里大地上，为
50万老百姓盖起了“幸福之屋”。

坚守着这些“红线”，琼海完善生态
型规划，通过保护山、水、田、林、海
的生态，挖掘区域特色的文态，构建田
园化的形态，丰富生态型的业态，调整
和谐发展的心态，逐步打造全域 5A 级
景区。

与此同时，坚持生态型改造，建设
生态型设施，营造生态型环境。去年琼
海建立起“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市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理模
式，全市全部实现城乡垃圾一体化处
理。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农村生
活污水推行湿地生态化处理模式。

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是琼海市 2014
年 3 月份建成的，公园的建设带动周边 7
个村子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这 7 个
村子生态环境得到彻底改观。依托龙寿
洋国家农业公园，琼海市以半月形的龙
起湖为核心，建起“七星伴月”景区，
将 7 个村镇纳入景区，形成一个集吃、
住、行、游、购、娱于一身的综合性旅
游景区。作为海南省第一家老百姓自己
的景区，当地老百姓成立了农业合作
社，家家户户入股，全民共享发展红利。

草根三味景区内最大的一家农家
乐，由 6 户农民合股投资 130 多万元兴
建 ， 占 地 10 余 亩 ， 是 一 个 集 餐 饮 美
食、水上娱乐、果蔬采摘、骑行漫步、
垂钓烧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解
决 了 当 地 20 多 个 农 民 就 业 。 符 宣 朝
说，琼海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功能和社会
公共服务达到城区的水平，让广大农民
在不知不觉中提升生活品质、增加收
入 ， 由 此 笑 意 写 在 脸 上 ， 幸 福 发 自
内心！

损害环境终身追责

5 月 27 日，琼海市万泉河段沿岸被
发现有倾倒垃圾现象，6月 1日，琼海市
发布通告，对工作上存在失职问题的嘉
积镇政府、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
保护局、市水务局等 4 个相关单位和部
门进行通报批评，就乱倒建筑垃圾的问

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认真的巡查、
治理，并形成制度化、长效化管理的机
制。6月 5日，万泉河畔的垃圾已经变为
绿地。琼海市保持生态环境朝着更高要
求出发。

《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目前正在琼海试
行。《实施细则》 共有 26 条，针对不同
的责任主体，明确了 44 种追责情形。同
时，结合实际，细化和突出了需要追责
的主要问题。

“党政同责”“终身追究”，是 《实施
细则》 的最大特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
员作为追责对象，对生态文明建设共同
担责，落实权责一致原则。

对于追责形式，《实施细则》 规定主
要包括：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
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
职、免职、降职等；党纪政纪处分。在
责任追究结果运用上，《实施细则》 规
定，受到责任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取
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
资格；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至少 1 年
内不得提拔。

《实施细则》 等一系列法规条例的
出台，使得琼海市做到了保护生态环
境 “ 史 上 最 严 ”。 以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为
例，琼海市专门出台措施进行严厉打
击。符宣朝说：“违法捕捞销售破坏砗
磲、海龟、玳瑁、珊瑚等海洋珍稀保护
动物的，一经查处，按最严厉的条款进
行处罚！”

琼海市潭门镇渔民何世轩告诉记
者，在政府的引导下，渔民们已经有了
生态保护意识，不捕、不伤、不贩卖受
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出海的
渔民们现在已经学会尊重海洋、保护海
洋，出海产生的生活垃圾都会集中带到
岸上处理”。何世轩说。

琼海，是海是城是田园
本报记者 何 伟

图为琼海市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鸟瞰。 （资料图片）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为参观者介绍环保产品。

6 月 16 日，第七届“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系

列活动开幕式暨 2016“中国低碳榜样”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在北京王府井步行

街道路两侧向公众开放，展出由影像展和体验展组

成。其中影像展汇集了 120 余幅精彩图片，通过高碳

代价、人与自然、低碳转型、绿色生活、未来畅想等 5 个

章节，展现了中国绿色崛起的步伐和低碳态度。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