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华准能集团把昔日的荒坡秃岭改造成植被覆盖、草木茂盛的人工生态区——

黑 色 煤 海 造 绿 洲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广州市深化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17—2020 年）》（征求
意见稿）日前公布。《意见》提出，广州将把生活垃
圾精准分类作为深化建设“干净、整洁、平安、有
序”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到 2020 年实现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全市公共机构、相关企业、相
关行业生活垃圾强制精准分类参与率100%。

根据《意见》，广州将全面启动并推广深化生
活垃圾强制精准分类工作，逐步完善餐厨垃圾分
类收运系统、有害垃圾收集处置系统、低值可回收
物回收利用系统，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法规政
策体系、宣传发动体系、运行管理体系、执法监督
体系。

《意见》提出，将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包括将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上升为地方性法
规，出台《广州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等，
对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源头
减量行为及相关管理活动，在法规层面进行规定。

广州2020年全面推行

生 活 垃 圾 强 制 分 类

盐碱地上建湿地公园

7 月 14 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正式命名海口为“国家卫生城市”，从 2015
年7月31日海口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卫生城市算起，不到两年。

外修颜值

海口市的变化，是从看得见的美丽开
始的。这座海滨城市有一条母亲河，叫作
美舍河。这条带着“美”字的河成为城市的
美丽符号。河道旁的水泥护坡不见了，露
出了原始红色土壤，岸边栽种了绿草红树；
水中的杂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苦草、狐
尾藻等水生植物；鱼儿回来了，甚至多年不
见的小白鹭、棕背伯劳、白头鹎也飞来了。

海口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过去的
快速发展中，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也曾留下一些缺陷。美舍河曾是城市生
态的“负资产”，河道污染得发黑发臭，市
民休闲娱乐都找不到一个好去处。变化
从今年开始，越来越明显，美舍河真的

“美”起来了。
美舍河的“美”由综合治理而来。“我们

围绕‘生态修复’‘服务民生’理念，将水体
治理融入生态修复，以水体治理惠及民生，
用生态修复进一步激活城市的发展动能，
提升城市的颜值和价值。”海口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顾刚告诉记者。
在美舍河凤翔段治理中，海口市整合

资源，打造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利用生物
技术提高美舍河河水水质，也为海口市琼
山区建起了一座优美的公园。记者在美舍
河凤翔湿地公园看到，三级湿地梯田过滤
系统建设完毕，梯田内种植了诸如睡莲、再
力花、花叶芦竹等水生植物。“污水流入一
级梯田，在流经三层湿地台地后，流出的水
流已经明显变得清澈，经过这些生物技术
处理，美舍河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提升。”海
口市治水办综合组组长王亚琴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是海口这两年提出的目标。“双创”开展两
年来，城市正在从“面子”到“里子”发生着
深刻变化。变化体现在家家户户门前。

他们在“双创”活动中提出了“门前三
包”、环境卫生、水域环境等 18 项专项整
治。尽管个个都是“硬骨头”，但海口市在
每个地方都舍得下力气。

海口地处南方，一年四季雨水多。农
贸市场“行路难”是一个多年的老问题。“以
前买菜都没下脚的地方，污水横流、垃圾满
地。”家住海口市龙舌坡农贸市场附近的符
春莺告诉记者，现在，海口市民很多人都是
穿着皮鞋去买菜了。从雨靴到皮鞋，人们
脚下的变化见证了市容市貌的变化。

截至目前，海口市全面完成 42 家农贸
市场的升级改造，全部配备保洁员；落实

“门前三包”主体责任单位（业主）4.2 万家，
取缔各类占道疏导点和马路市场 181 个；
全市配备农村保洁人员 1829 人，保洁覆
盖率达到 100%，建立“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市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惠及农村人口 60 多万人；改造小街
小巷 2434 条，改造老旧市政主干道路 51
条，打通“断头路”64 条⋯⋯

内修气质

海口扮靓城市的同时，也在坚守着文
化的脉络。骑楼老街是海口的名片和“文
化扉页”。

骑楼老街是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随处可以看到古朴的廊柱、露台、
窗楣、浮雕，带给人们优雅的古韵和艺术
的美感。2010 年 8 月，海口骑楼建筑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工程启动，总投
资 5.5 亿元，工程启动范围总面积约 13.37
公顷，搜集了 1000 多个木雕实体样本，并
从中拣选出最具地方特色的图案，应用到
骑楼的门楣、栏板、山墙、窗套和立面等部
位。改造工程持续 4 年多，于 2015 年 1 月
结束。

文明风气擦亮了海口的城市底色，让
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层次的美。海口文化建
设写在“扉页”上，也体现在惠民举措中。
他们把城市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立足
文化惠民、改善文化民生，提升城市人文魅
力，增强文化自信，丰富市民群众文化生
活。海口的文化建设成效正由市民文明素
质的提高不断展现出来。

老陶义工社社员李燕红参加义工活动
以来，很有感触。她说：“志愿参加指挥交
通、捡拾垃圾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人们变得
自觉了，很多人会轻声地说声‘谢谢’‘对不
起’，海口市民的素质提高了。”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口万绿园举办
了一场5万多人参加、时间长3个半小时的
跨年演唱会。演出结束后，竟然没留下一
点垃圾；2016 年超强台风“莎莉嘉”过后，
市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开展道路清扫清
障，灾后一天全市生产生活迅速恢复，整座
城市干净有序。“双创”以来，海口市开展了

“小手拉大手”、文明卫生签订单位和个人
评选等系列活动。近两年，这座城市评选
出道德模范 129 名，海口好人 345 名，美德
少年101名。

“这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整
洁的卫生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越来
越幸福了。”海口市民钟勤说。

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两年来，海口从“面子”到“里子”发生了深刻变化——

“ 内 外 兼 修 ”新 海 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江苏省淮安市盐矿资
源丰富，目前探明的地下
岩盐资源1300亿吨，储量
位居全国之首。江苏井神
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是淮安
盐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
年 开 采 盐 矿 资 源 894 万
吨 ，盐 化 工 产 品 年 产 量
600 余万吨，连续多年入
选全国制盐行业十强企
业。近年来，江苏井神盐
化股份有限公司积极运用
减税杠杆撬动绿色制造动
能，走出了资源综合利用
新路。

在井神盐化第一分公
司，税务主管胡桂东详细
介绍了资源税改革一年
来发生的积极变化：“公
司缴纳的资源税有液体
盐 、 盐 和 元 明 粉 3 种 ，
资源税改革前的税率分
别是 2 元/吨、10 元/吨和
3 元/吨，税改后的税率
全部是 3%。从去年 7 月
到今年 6 月，共计缴纳资
源税 1816.25 万元，如果
按以前从量计征方法征
税 ， 应 该 缴 纳 资 源 税
3271.03 万元，实际减轻
税负1454.78万元。”

资源税改革减下来的
资金，全部投入到了技术
创新和资源循环利用上。去年，公司自主研发了

“井下循环制纯碱工艺”，在国内首创纯碱、氯化
钙以及井矿盐联合生产的新型循环生产模式，解
决了纯碱生产中废液、废渣处理以及盐井溶腔安
全隐患等重大技术难题，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年，公司申报的“120
万吨/年全卤制碱绿色制造项目”，通过了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的审批立
项，该示范项目的建设将形成纯碱领域绿色制造
的系统化集成模式，对我国制碱行业产生深远
影响。

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造成重碱水分发生变
化，直接影响了纯碱烧成率及吨碱汽耗。井神公
司淮安碱厂的技术小组正在对重碱车间的带滤机
运行效果进行数据检测，通过调整氨盐比、控制洗
水量等处置措施有效降低重碱水分，保证了生产
稳定和能耗降低。

各种技术难题的顺利解决得益于井神盐化拥
有淮安市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一个不断
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的技术团队。公司副总戴
家启在谈到企业的创新成果时如数家珍：“这几
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掌握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的
高地。2013年和2016年，公司连续两次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3年来，我们通过研发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加计扣除研发费用
212.53 万元、减征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1326.77
万元，收到了实实在在的减税红利，使我们开展
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制造更有信心。”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地税局局长丁宏表示：“在
企业爬坡过坎过程中，税务部门要像精准扶贫那
样与企业心手相牵、共渡难关，把减税落到实处，
把服务做到最优。”今年，淮安地税局先后 4 次在
井神盐化组织召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
研讨会，从节能节水环保设备的减免政策及实务
操作、加计扣除项目研发费用归集以及企业如何
应对加计扣除风险等方面为企业出招施策。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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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山东北海经济开发区湿地公园游览。
该湿地公园是将过去的盐碱地经过生态改良后建
立的，绿化植物成活率达到85%以上。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走进神华准能集团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的黑岱沟露天煤矿西排土场
种植基地，长势喜人的庄稼映入眼帘，一
望无际的原野披上了绿装，郁郁葱葱。

眼前的这一幕，让人很难想象，这里
曾经沟壑纵横，原地表植被覆盖度不足
25%，水土流失严重，而且每年为国家的
经济建设贡献着几千万吨的煤炭。

露天采煤，对植被和环境的影响是不
可避免的。不过，神华准能集团在 30 多
年来的生产建设中，却让这片沟壑纵横的
土地变成了万亩绿原，使“绿色矿区”成
了神华准能集团的“金字招牌”。这一巨
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保持住水土最关键

黑岱沟露天煤矿在建设用地边
界自然水流出口修建坝体工程，并
通过布设拦洪坝、拦渣坝等防止水
土流失

神华准能集团拥有年生产能力6900万
吨的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哈尔乌素露天煤
矿，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两个露天矿井。

结合准格尔地区煤炭赋存条件，神华
准能集团设计了连环相扣的生产工艺，形
成了从地表黄土、中部岩层、下部煤炭 3
道工艺接力完成的剥离采掘链条。

露天煤矿开采具有剥离成本低、能耗
低、效率高等优点。不过，在开采中需要
剥离煤层上覆的岩石及覆盖物，占用土地
多，容易导致原生地表地形地貌被破坏，
原生土体结构被扰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功
能大大降低，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矿区的生态环境治理，首先必须解
决好水土流失问题。”神华准能集团董事
长杨汉宏说，公司从建设之初就坚持“生
态环境保护与煤田开发并重”的方针，全
面落实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水土保持

“三同时”原则，为保护矿区生态环境，
建设绿色矿区，促进矿区又好又快发展进
行了积极探索。

在黑岱沟露天煤矿，神华准能集团党
委副书记秦泰介绍，黑岱沟露天煤矿充分
应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将整个露天
矿作为一个整体，在建设用地边界自然水
流出口修建坝体工程，使矿区形成一个相
对封闭的系统，矿区范围内的水体不会流
向外界。

记者了解到，神华准能集团在黑岱沟
矿区周边的上游布设了以拦泥蓄水防洪、
保障矿区生产建设安全为目的的拦洪坝，
下游布设了拦渣拦沙为主要目标的拦渣
坝，目的是避免流失水土，淤塞河道。在
生产作业现场，则根据采掘、排土的进
程，按照排土场的排弃工艺和排弃时序，
排土前在排土场底部沟道内逐级修建临时
性土坝，有效拦截上游来水对下游排弃物
的冲刷，防止排土场在主体构筑过程中的
水土流失。

目前，黑岱沟露天矿上游已修建拦洪

坝20座，下游修建拦渣坝10座，在北排
土场、东排土场、西排土场共修建临时性
拦水坝16座。

经过治理，黑岱沟矿区范围内的水土
流失基本上得到了治理。黑岱沟矿区水土
流失控制程度达 90%以上，水蚀模数已
由原始地貌的1.3万吨/平方公里·年降至
目前的1500吨/平方公里·年。

造出一片绿洲来

生态重建物种选择及植被优化
配置模式技术管理是复垦工作的重
点。课题组筛选出的适宜当地生长
的植物已增加60余种

“让水土保持住，这是第一步。更重
要的是，必须在黑色的煤海上造出一片绿
洲来，让复垦区展现出勃勃生机。”杨汉
宏坚定地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岱沟煤矿在排
弃剥离物时，根据有利于复垦种植和防止
水土流失的要求，注重合理安排“一体化
工艺”排弃方式，形成“表土采集堆存
—岩石排弃压实—表土覆盖—土地平整—
土地生态复垦”的科学作业流程，保证排
土场的地质结构及景观与周围未开采地区
协调一致，减少水土流失，满足植被复垦
要求。同时，对坡面采用挖鱼鳞坑、水平
沟等，并种植沙棘等耐旱固土较强的灌木
进行固土。

杨汉宏说，过去两个矿区所处的地方
到处是“鸡爪子山”，沟壑纵横，想找块
平原都很难。经过土地平整和固土绿化，
地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为煤海变绿
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重建物种选择及植被优化配置模
式技术管理是复垦工作的重点。秦泰介
绍，早在 1992 年，神华准能集团就与内
蒙古环境科学研究所合作组成了生态重建
研究课题组，针对适宜性植物的筛选、生
态结构模式的建立、农业及林业复垦技
术、土壤改良技术以及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等开展研究，为矿区的生态重建工作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通过多年研究和试验，课题组筛选出
的适宜当地生长的植物已经增加 60 余
种，包括苜蓿、新疆杨、樟子松、油松、
山杏、沙打旺、紫穗槐、沙棘等。

“这些植物对不良立地因子和气候因
子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根系发达，有
较好的生长速度，更容易成活。”秦泰
说，目前准格尔矿区植物群落的布局与配
置，在空间上形成了草、灌、乔相结合的
混交配置，建立了灌草型、乔草型、乔灌
型和乔灌草型种较为科学的生态结构模
式。在时间上采用短期、中期、长期相结
合，布局上有经济植物区、生态植物区，
形成了不同种、不同组合类型的生物群
落，从而增加了矿区范围内物种的多样性
和生态的多样化。

截至 2016 年底，神华准能集团共投
入土地复垦资金 14.02 亿元，完成复垦总
面积 2319.59 公顷，种植各种乔、灌木
6439.7802 万株，地被植物 17.13 平方公
里，植被平均覆盖率达 80%以上，植被
覆盖度比自然地貌提高2倍至3倍。

昔日的荒坡秃岭，如今已变成植被覆
盖、草木茂盛的人工生态区，生态系统正
向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生态园区前景可期

经过人工复垦的矿山征用土地
土壤熟化后，表层土壤结构得到很
好的改善，土壤有机质、氮、磷显
著提高

2012 年，神华准能集团在以植树造
林为主的矿区复垦绿化工作基础上，提出
了建设生态产业的新思路。

“通过现代生态农业建设，将使神华
准能集团形成集生态设施农业、农业种植
基地、现代畜牧养殖、生态景观防护林、
农业观光、未来城市规划功能区、工业园
区建设为一体，具有鲜明的煤炭矿区特色

和一定规模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秦泰说。

自 2012 年以来，神华准能集团先后
在黑岱沟露天煤矿东、西排土场每年种植
500 亩土豆、玉米、黍子、大豆、油菜、
黄芥等。同时完成了东西排土场灌溉系
统、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为以后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了解到，经过人工复垦的矿山征
用土地土壤熟化后，表层土壤结构得到很
好的改善，与矿区周边的自然生态系统比
较，土壤有机质、氮、磷有显著的提高。
在农作物的试种中，复垦区比原有农田增
加产量3倍以上，牧草产量增长3倍至5倍。

“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哈尔乌素露天煤
矿开采完以后，将形成约 18 万亩复垦治
理土地。我们已经作了详细规划，准备建
设成现代产业科技示范园区，打造既彰显
矿区工业旅游特色，又兼具休闲农业观光
功能的新型产业园区，不断改善矿区生态
环境。”杨汉宏说。

根据规划，复垦治理土地将打造形成
“一心、一带、六区”的示范园区格局。其
中，“一心”即园区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一
带”即景观大道观光带；“六区”即生态养殖
区、果树种植区、设施农业区、林下休闲区、
小杂粮种植区和工业旅游区。

这一项目由准格尔旗政府与神华准能
集团合作建设，双方已设立准格尔政能农
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准格尔旗政府持
股51%，神华准能集团持股49%。目前项
目已开工建设。秦泰表示，项目的实施，
将在改良土壤、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方
面取得显著效果，将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
一条绿色屏障，减轻水土流失，保护水
源，降低空气污染指数，调节气候，使农
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荒凉的‘古陆荒
原’将被开发成为气势恢宏的‘人造草
原’，大片的平原将呈现万物葱茏、良田
万顷的美景。”杨汉宏说。

文/林子文

神华准能集团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的复
垦 区 绿 化 鸟 瞰
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