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鹰潭:

林 城 合 一“ 悠 乐 美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徐卫华

脏臭无比的污泥是城市污
水处理中的“老大难”。记者日
前获悉，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
裕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全
球独创的处理技术，他们从生
物污泥中提取微生物蛋白作为
资源化产品加以利用，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残渣作为土壤改良
剂和绿化土等产品，最大程度
地实现了污泥资源化利用。

“移动森林”项目是裕川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控根容器
技术，将公司独有的城市生活
污泥水解技术产生的衍生物
——干化残渣加工处理，开发
成适合园林苗木生长的蛋白营
养土。由于其保水保肥性能优
越，配合滴灌技术后，在全天津
市范围内推广使用，每年可节
约用水 3 亿立方米，并有使林
木易于移栽和成活率高的显著
特点。

近日，记者走进滨海新区
裕川循环经济工业园，看到了
从污泥中提炼出的泡沫混凝土
用发泡剂、植物营养液、泡沫灭
火剂用发泡剂、微生物蛋白有机肥等。让人难以想象
的是，在污泥中可以提炼出这么多资源化产品，真正做
到了变废为宝。

将污泥“吃干榨净”，是裕川人的梦。据了解，目前
国内外处理污泥的主要方法是填埋、堆肥、焚烧和厌氧
消化，但这几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缺陷，无法在完全不影
响环境的情况下处理污泥。裕川集团的新技术既是污
泥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新技术，同时也是污泥微生物蛋
白提取新技术。

那么，污泥中的蛋白是怎么来的呢？老百姓平常
使用的洗碗水、马桶水等都进入下水道，最终到了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把污水经过处理后沉淀下来的就
是污泥。污水中的细菌不断吞噬其他的细菌和浮游生
物。细菌不停吃，不停死，最后沉淀下来，就形成了高
蛋白。从污泥中提取的微生物蛋白资源可以代替植物
蛋白及工业蛋白，为人类找到了一种新的蛋白资源。

据了解，裕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滨海新区建
成日处理 300吨规模的污泥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工程项
目并投产，可以实现滨海新区 80%的污泥处理，目前
每天处理污泥可达 120吨至 150吨。

2010 年，裕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左健与裕
川集团共同组建了裕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一年时
间，公司便建立起一支 20 余人的研发团队，成为新区
研发人员比例最高的民营企业之一。此外，公司和清
华、天大、南开在内的国内外 8 所院校达成协议，共建
天津滨海固废再生利用技术研发中心，打造固废处理
领域的一流产学研平台。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裕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已申请了 8 项发明专利和 2 项实用新型专利。同时，
公司的技术产业化也已基本成功。这个项目让污泥进
入了循环产业链条，原本需要花钱填埋的污泥，最终转
化成蛋白滤液和绿化土等产品。裕川环境技术总监崔
静说：“在我们这个生产链条上，这种产品每吨的价格
基本上在 5000元到 6000元左右。”

裕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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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自然

仲夏，雨后初晴的江西省鹰潭市城
区美如画卷。记者登高远眺，只见徐徐
展开的“画卷”底色满是翠绿，地标式
建筑北极阁深藏林中，穿城而过的信江
河畔俨然两条绿色长廊，远处林立的高
楼仿佛长在了绿地上，不由心生“城在
林中，人在绿中”的感慨。

近年来，鹰潭市围绕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目标，打造出一座森林围城、林水
相依、空气清新的森林之城，让城乡居
民乐享生态红利。如今的鹰潭，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 58.21%，收获了中国最宜居
休闲城市、全球网民推荐的中国生态城
市等殊荣，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道绿
色光环。

森林围城收获“绿福利”
从 市 中 心 往 鹰 潭 西 面 驱 车 十 余 分

钟，记者来到新建成的西湖湿地公园。
公园占地 1500亩，10多个不同风格的人
文造型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游人们漫
步林荫树间，看碧水潺潺，赏亭台水
榭。市民李姝告诉记者，西湖湿地公园
简直就是城里的景区，让人赏心悦目，
前来休闲运动的市民成群结队。

拥有十里绿色长廊的滨江公园同样
人来人往，林木葱郁，花草繁盛，百米一
景，千米一亭。记者注意到，葱郁的林木
中，樟树出现的频率很高，其中一片古樟
树林尤为抢眼。“我们尽量保留本地植物
特色，作为市树的樟树是绿化美化的主
角。我们还对城区古树老树实行了挂牌
保护。”鹰潭市林业局局长蔡江说。

“创森”带给市民的获得感十足。鹰
潭市委书记陈兴超如数家珍，这些年，
鹰潭积极推进“森林进城”，建设“城市
绿肺”。目前，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2.64%，街道树冠覆盖率为 38.32%，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5.91 平方米，市区建
有 16 个大型公园、10 个大型绿地广场，
改造、美化改造了 40 余个小游园、街
道，市民出门即赏景，推窗即见绿，在
家门口即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拥抱。

“ 我 们 的 理 念 是 ‘ 林 城 合 一 ’， 让
‘森林进城’，并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
陈兴超介绍，目前，全市村庄绿化率在
30%以上，农田林网绿化率达到 80%以
上，通道绿化率达到 90%以上，水岸绿
化率达到 85.17%。基本形成了以乡镇、
村屯绿化为点，通道、水岸绿化为线，
山上绿化、平原绿化为面的“森林围
城”格局。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权威数据，鹰潭

城区 PM2.5指数多年在江西省 11 个地市中
最低，全市 19 个负离子监测点采集数据
显示空气质量大部分达到“非常清新”
等级。

“像我住在梅枫路，左边是白鹭公
园，右边是枫山植物园，生活在如此绿
意浓、空气佳的环境里，何愁不‘悠乐
美’。”李姝打趣说。

林下“淘金”活了“绿经济”
这边城区居民忙着欣赏满眼青翠，

那边的林农正从林下“淘金”。
在鹰潭龙虎山的崖壁上，身绑绳索

的李旺福左摇右荡，在石缝中采摘“仙
草”铁皮石斛。药农出身的李旺福从小
练就一身采药绝活，如今又在当地林业

部门的技术指导下，摸索出将野生石斛
培育成幼苗后栽种在崖壁的种植方法。
李旺福对记者说：“野生铁皮石斛价比黄
金，论克卖。前两年我专门成立了合作
社，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在鹰潭下辖的贵溪双圳林场，森林
资源俨然变身旅游资源。这里森林覆盖
率高达 91.5%，海拔 1000 多米，不仅是
天然的“森林氧吧”，出产的高山香菇、
茶叶、竹笋等品质非常出众。场长董永
刚告诉记者，林场开辟了生态休闲、游
览观光、野外探险等生态旅游项目，年
接待游客达 3 万多人次。森林旅游带动
当地特产的热销。“去年的冬菇价格调到
比市场价高出一倍多还是供不应求，林
场职工仅此一项收入就比原来高出 3000
元。”董永刚说。

为让好生态变成“摇钱树”，鹰潭市
下足了功夫。在扶持林下经济方面，鹰
潭先后出台了推进竹产业、油茶产业、
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的 5 个 《实施意见》，
对相关产业发展实行奖补。目前，全市
培育油茶林基地 6.13 万亩，笋竹林基地
30 万亩，用材林基地 48 万亩，余江木
雕、龙虎山铁皮石斛等在全国颇有名气。

“生态旅游也是我们发展的一项重点
内容。”鹰潭市市长熊茂平告诉记者，这
几年，鹰潭重点打造森林旅游精品线
路，推出了氧吧洗肺游、避暑养生游、
徒步健身游、休闲采摘游、生态文化体
验游等多种新型森林生态旅游，每年吸
引游客 1800 万，建成省级以上乡村旅游
示范点 18个，综合旅游收入达 16亿元。

森林生态产业迅速壮大，绿色经济
方兴未艾。数据显示，2015 年，鹰潭市
林业总产值为 65 亿元，林农人均年增收
300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乔文汇报道：近日，新疆启动塔里木
河流域胡杨林生态保护行动，将通过采取防治有害生
物、人工播撒林种、应急生态补水等措施，保护胡杨林
资源，为美丽新疆建设助力。

塔里木河流域内有胡杨林资源 1500多万亩，占我
国胡杨林面积 90%以上，对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稳定
河道、保护绿洲，维系塔里木盆地极端干旱区生态系统
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 2001年以来的实施
的胡杨林资源保护措施成效明显，但当前胡杨林保护
仍面临有害生物、自然灾害、人为损害等突出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钱智表示，保护胡杨林
不仅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对南疆脱贫攻
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到
2020 年，流域胡杨林生态保护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框架
将基本形成，退化衰败胡杨林得到保护恢复。当前和
今后的一个时期，新疆将重点实施退耕还林、胡杨林拯
救、胡杨林区水事治理、社会参与生态保护、飞机防治
五大专项行动，根据不同地区胡杨林保护薄弱环节，精
准施策。

今年，新疆计划通过开展飞机作业方式，对轮台、
巴楚等县 60 万亩虫害严重胡杨林进行集中防治；在南
疆五地州 30 个县市及塔里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修建
引洪渠、补植造林；向巴楚、沙雅、轮台 3 个重点胡杨林
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补水。

新疆启动塔里木河流域

胡杨林生态保护行动

这是近日航拍的贵阳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

2015 年，贵阳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7 月 8 日至 10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会在贵阳举办，

论坛主题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知行

合一”。 欧东衢摄 （新华社发）

“大气十条”实施三年，中国工程院发布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如何？
本报记者 曹红艳 郭静原

花 溪 湿 地 夏 景 美

2013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 《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因提出 10 条 35
项重点任务措施而被称为“史上最严”
大气污染治理的“大气十条”，其中明确
要求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 浓 度 比 2012 年 下 降
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区域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分别下降 25%、
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 PM2.5年均
浓度控制在 60微克/立方米左右。

7月 5 日，中国工程院发布“大气十
条”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3 年来，
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究竟如何？离实
现 2017 年终期目标要求距离还有多远？
记者采访了此次参与中期评估的专家组
成员。

超常规手段联动治污

报告指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
改善，PM2.5、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
硫和一氧化碳的年均浓度和超标率均逐
年下降。其中，北京市空气质量有了明
显 改 善 ， PM2.5 年 均 浓 度 由 2013 年 的
89.5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2015 年的 80.6
微克/立方米，但要实现“大气十条”规
定的 2017 年目标，专家表示，北京仍需
付出更大努力。

“目前，北京市的 PM2.5 年均浓度离
目标值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北京拥有庞
大的污染源体系，特别是城市周边地区
的燃煤散烧问题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
此外，北京处于不利的地形和气象条
件，三面环山，这使大气污染的疏导变
得更加困难。”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士郝
吉明说。

为破解北京市大气污染顽疾，评估
组专家建议，应针对北京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地区及南四区采用煤改电和冬季
特别电价等措施，解决冬季居民采暖问
题，同时重点推进北京南四区燃煤锅炉
的基本淘汰工作，优先启动南四区民用
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尽快完成南四
区污染小企业的退出。此外，还要进一
步提升北京市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能
力，建立和完善非道路移动源的大气污
染排放控制体系，建设统一的非道路移
动源台账系统，严控大气污染物排放。

数据指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一直
是全国重污染天气高发地区，占全国总
天次的 44.1%，专家表示，在 《京津冀
环境综合整治重大工程》 中应尽快率先
启动大气部分，严控北京周边传输通道
上的污染排放，强化周边地区高架点源

监管，并于京津冀地区划定“工业错峰
生产区”等。

“北京要采用超常规手段克服大气污
染瓶颈，未来还应针对保定、廊坊等北
京周边城市，在‘大气十条’规定的
PM2.5 下降比例目标基础上，增加 PM2.5

年均浓度目标，联合周边省市共同努
力，才有望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这项艰巨
任 务 。” 清 华 大 学 环 境 学 院 院 士 贺 克
斌说。

季节性污染防治是难题

近年来，冬季的雾霾肆虐比往常更
猛烈。数据显示，去年，全国 338 个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平 均 超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23.3%，重度及以上污染占 3.2%，其中
67.4%发生在冬季。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士徐祥德告
诉记者，“由于冬季地表温度降低，容易
形成逆温，阻碍污染的扩散”。不利的气
象条件造成冬季重污染来势汹汹，也成
为拉升全年 PM2.5 平均浓度的罪魁祸首，
2013 年至 2015 年，重污染天气对京津
冀、长三角和成渝地区 PM2.5年均值的贡
献分别为 40%、10%和 20%。

冬季重污染问题的高发存在不可抗
拒的气象因素影响，但人为的防控和监
管势在必行。评估组专家建议，冬季供
暖地区应实现对城市重污染应急预案的
科学制订、动态评估和持续优化，制定
针对冬季等典型污染季节的污染防治法

规，对重点源排放实施季节性排放限
值，优化工业生产过程。相关部门还要
提高重污染预警的提前度和精确性，深
化应急控制的实施力度和监管强度，有
序开展冬季污染防治工作。

此外，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选择
秸秆锅炉、沼气锅炉、煤改电等方式实行
农村集中供热，减少生活用煤，将是应对
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冬季采暖燃煤散烧所
造成大气污染排放的有效解决方式。

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全国范围内
夏季臭氧污染浓度出现攀升，长山角、
成渝和中西部地区夏季臭氧超标已达到
不容忽视的程度。

对于挥发性有机物作为臭氧和 PM2.5

的重要前体物，目前仍缺乏对其排放的
全面控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士张远航向记者介绍，过去我国对
氮氧化物关注多，对挥发性有机物、氨
等关注较少，随着夏季臭氧污染问题的
显现，下一步还应加强对此类污染物排
放量的防控工作。

防控措施能打“几分”

本次评估还逐一定量了各项常规减
排措施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削减的
贡献，3 年来，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对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 PM2.5 减排的贡献
最大，重点行业中又以电力部门的提标改
造效果最为显著，未来钢铁、水泥等非电
行业还将成为提标改造的重点关注。

无独有偶，“大气十条”中针对机动
车的治理也卓有成效，2013 年至 2015
年间，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与油品升
级贡献了全国氮氧化物减排量的 9%。机
动车对城市地区的污染物减排贡献则更
为抢眼。以北京市为例，近 3 年共淘汰
黄标车 122.2 万辆，分别贡献了氮氧化
物和一次 PM2.5减排量的 71%和 16%，专
家表示，目前我国汽油车的污染控制进
展较快，但柴油车和非道路柴油机的污
染控制有较大差距，在排放控制方面需
要进一步加强。

除常规减排措施外，重污染应急措
施能有效应对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报
告对京津冀去年 12 月两次启动红色预警
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的结果显示，京津
冀两次应急减排措施使得北京市 PM2.5平
均浓度分别下降 17%至 25%，“这说明在
重污染天气启动应急预案能够有效降低
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气象条件的不利影响，进而显著削
减 PM2.5浓度峰值”。郝吉明解释道。

重污染天气的出现是不利气象条件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专
家表示，重污染应急措施只是治标的方
法，要从源头消灭重污染天气，核心仍
在于大幅度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各级政府应在保证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警体制长效运转的同时，积极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调整等手段，
从 根 本 上 降 低 大 气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
贺克斌说。

江西鹰潭穿城而过的信江河畔林木葱郁。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