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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本报讯 记者蒋波报道：近日，江苏省灌云县检察院联合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会签《关于建立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领域工
作衔接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建立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加强公益诉
讼等6项制度，标志着灌云县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联动机制正式
启动。

据了解，灌云县内现有20余种省级保护动物，野生动物资源丰
富，还有多种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也是冬
春季大批西亚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栖息地。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
驱动，猎捕野生动物，非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按照《意见》，灌云县要求各部门细化职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
严厉惩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阻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风
险；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正确依法履职，配齐配强执法人员，加
强对农（集）贸市场、餐饮等重点场所及野生动物生活、繁衍区域检
查，做到管理全覆盖、无死角；加强“以案释法”，营造野生动物全面
保护氛围；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同时，该县还发出号召，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
好的饮食习惯，铲除野生动物消费恶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充
分运用各类举报电话、举报网站等平台，及时发现、处理案件线索，
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舆论引导，形成群防群控合力。

江苏灌云启动野生

动物保护联动机制

为春天添绿

3月11日，浙江省长兴县洪桥镇举行“绿色防疫，扮靓家园”活
动，孩子们和志愿者共同种下黄桃、李子、香樟等苗木。图为在该镇
潼桥村，孩子们和志愿者给树木浇水施肥。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一个专班、一倍能力、一个方案、一个暂存库”确保医疗废物安全处置——

湖北严守防疫最后一环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熊习岸

“组合拳”提升处置能力

为确保医疗废物处置及时、有序、
高效、无害，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湖
北做到“一个专班、一倍能力、一个方
案、一个暂存库”，加强医疗废物的应急
接收和处置能力。

在已有处置公司满负荷作业的同
时，湖北省改造升级了一批厂房和设
施，作为应急处置单位，随时可启用。
黄冈市宏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新环
保公司已完成应急处置试运行，十堰市
东风环保公司焚烧设施已维护检修完
毕，具备应急能力。

在医疗废物运输过程中，由专人管
理、及时收集、做好记录、分类存放、
专车运输，并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
用运送工具。对相关一线操作人员，提
供个人防护物资并进行日常体温监测，
保障安全。

此外，湖北省生态环境系统还定期
对处置全流程进行监督执法，确保医疗
废物全覆盖、全处理。十堰市开展了多
轮医疗废物专项执法检查；黄冈市对乡
镇卫生院等各医疗机构的污水处理设施
及医疗废物储存间每日一检，阻断二次
传播。

按照生态环境部应急处置要求，湖
北省各市州均建设了医疗废物应急贮存
库，应急贮存能力达到1552.6吨。武汉
市已建成17座医疗废物暂存库，总贮存

能力为1118.6吨。全省已投运医疗废物
（应急）处置单位35家，一线工作人员共
1391人。同时积极争取将对医废处置企
业的支持政策纳入省政府支持中小微企
业共渡难关的范畴，协调襄阳中油优艺
公司投入35台医疗废物运输车、华新水
泥公司投入4台车辆无偿支援武汉市医疗
废物转运工作。

严守防疫最后一环

收集、搬运、装车……和以往收集
的医院布草不一样，这些天罗军收集
的是武汉市数十家医院受新冠肺炎病毒
感染过的布草。罗军是人福医药集团旗
下湖北人福医疗服务有限公司物流部负
责人，该公司主要提供医疗织物洗涤、
消毒、配送等服务。

布草运回公司后，按照规范的操作
流程，罗军将货车开到指定隔离区，和
同事卸下来分类后，再由同事将分好类
的布草拉进隔离区进行分拣、洗涤、消
毒，最后再给车辆消毒。

在武汉江夏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垃
圾被放入写有“医疗废物”标识的黄色
垃圾桶，然后从医院的垃圾出口运出，
送入医疗废物应急处理系统。“所有医疗
废物桶在出医院前先消毒，运出后再消
毒。”据医疗垃圾应急处理点负责人赵燕
妮介绍，平时从病区收集的医疗废物会
被送到医院的暂存库，暂存库有处置中
心，由专业团队运到处置点处理。但武
汉现在的运输能力和终端处置能力吃
紧。在这种情况下，病区收集的医疗垃
圾，通过医疗废物应急处理系统就地实
现无害化处理。

消毒后的医疗废物桶放在医废暂存
区，按批次进行应急处理。医疗废物应
急处理系统包括上料、进料、灭菌、出
料、输送、卸料6个环节。从上料到卸
料，用时80分钟左右。工作人员每次推
1桶医疗废物到上料工位，经过自控、提
升、翻斗，废料倒入灭菌小车，进到高
温灭菌舱。

灭菌是整个系统最核心的环节。记
者在武汉江夏第一人民医院看到，医疗
废物应急处理系统用整体车载进入医
院，定点处置。该系统提供方启迪环境
固废及再生资源中心总经理卫彬介绍，
灭菌舱内温度在135℃以上，工作压力
0.23兆帕，高温蒸汽灭菌规定须达到45
分钟以上。废料处理达标后出料，换到
运输工位上，放到一个密封的塑料袋
里，平移到卸料工位。处理完的医疗废
物同生活垃圾一样，由环卫系统清运，
送到最近的垃圾焚烧场。

疫情期间，武汉市每天产生的医疗
废物量比以往高出好几倍，一批消杀新
技术、新产品成为医废处理的主力军。
由湖北光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电子研究所合作开发的

“医疗废弃物病毒灭杀装置”，利用微波
对容器内医疗废物进行微波照射，使医
疗废弃物自动发热，可有效灭杀细菌病
毒；由湖北蔚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环保型医疗垃圾焚烧炉”，占地面积
不到10平方米，在医疗垃圾焚烧的同时
完成烟气的脱硫、脱硝，每天可处理2吨
至4吨医疗垃圾。

基本实现日产日清

在湖北其他市州，医疗废物处置能
力不断增强，基本做到了日产日清。

“目前，日处置医疗废物约20吨。”
襄阳市危险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许阳
介绍，市里紧急批准湖北中油优艺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启动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
工作。该公司是一家采用回转窑焚烧处
置技术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日处置能
力30吨至40吨，加上另外两家处置企
业，完全可以满足当前全市定点诊疗医
院和集中医学观察点产生废物的无害化
处置需要，且全部做到医疗废物收运、
处置日产日清。

2月14日，华新水泥（宜昌）有限
公司第二条水泥窑协同处置医废系统试
烧成功。至此，华新水泥应急协同处置
医废能力达到10吨/日。加上桑德公司
和七朵云公司原有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21 吨/日，宜昌已形成 31吨/日处置能
力，医疗废物能够得到全部分类收集、
安全转运和无害化处置。

2月26日，宜昌启动农村生活垃圾
清理整治行动。目前，宜昌各县市区主
管部门均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围绕清扫
保洁、垃圾清运、设施设备消毒、废弃
口罩收集处置4个重点，按照“户分类、
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
工作机制，开展村庄环境卫生保洁行
动，严密坚守疫情防控的农村“作战
单元”。

黄冈市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思海说，全市每天收运处置的医疗废
物平均15吨左右，已超过平时正常处置
量（7吨/天）的2倍，体积是平时的3倍
以上。“公司严格工艺操作，尽力将处置
能力最大化。”

“虽然每天接收的医疗废物比平日
多，但是公司运转情况良好，保证了医
疗废物日产日清。”作为咸宁市唯一一家
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企业，湖北汇楚
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陈舟
告诉记者，他们一定会守住医废处置这
一防疫工作的“最后一环”。

安全处置医疗废物，是切断

病毒传播途径、防止二次污染的

重要举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湖北省对定点医疗机构产生

的废弃物，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分

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并定期对

处置全程进行监督执法，守好防

疫最后一道关口。

工作人员转运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废垃圾。 楚 环摄（中经视觉）

近些天，垃圾清运车每天早晨7点都
会准时出现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崇文
街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垃
圾产生量比以往增多，每天需要清运的工
作量是过去的两倍。崇文街道有5辆垃圾
清运车，一辆垃圾清运车负责7个村庄的
垃圾清运工作，一次可清运垃圾2.5吨，
一天能清运垃圾7吨左右。”崇文街道负
责垃圾清运工作的党工委委员冯玉亮告诉
记者。

疫情发生后，抑制病毒生存，减少病
毒滋生、传播，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处

置，提升人居环境和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冠县引入投资3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采用国际先进成熟的炉排炉工艺，通
过焚烧垃圾回收余热带动汽轮机发电，为
当地工业园区项目和社会提供电源和热
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于3月16日正
式并网发电。项目之所以在疫情期间开工
并网，是为了及时将乡村生活垃圾清运、
焚烧，消除污染源、传播源，保障城乡居
民在健康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冠县国环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朱先锋说，垃
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储坑全封闭、负压状
态，焚烧锅炉炉温持续保持在950℃至
1050℃，能有效消杀病菌、病毒，无害

化处理生活垃圾。
垃圾焚烧发电如何保障垃圾供应量？

在此之前，冠县按照每处垃圾转运站服务
7万人左右的标准，在乡镇建设了10处
生活垃圾转运站，负责服务范围内村庄的
垃圾清运收集、保洁人员管理等工作。每
天垃圾清运车会从各个村庄将垃圾收集到
转运站，达到一定量后，再从转运站运至
国环垃圾焚烧发电厂。

冠县是全国首批“百个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之一。乡村居
民在投放垃圾时自觉从源头上分类，对纸
箱、酒瓶、旧金属等可回收利用垃圾收集
起来，卖给收购站，其他无法回收的塑料

袋、秸秆瓜秧、树叶菜叶等生产生活垃圾
倒入村胡同垃圾桶。垃圾转运站通过机械
分拣把垃圾分类，对土质及建筑垃圾分
拣。经过机械分拣后，白色垃圾、卫生纸
等可燃垃圾将转运到发电厂进行焚烧
发电。

“这个项目的实施，将把填埋为主的垃
圾处置方式转变成无害化焚烧处理，焚烧
过程中的热能可用来发电，全面推进当地
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进程。”冠县
国环产业园总经理耿树飞说，当地日产生
活垃圾500吨，焚烧发电厂日处理600
吨，之前预存了80多万吨的垃圾，足够运
转使用。

“垃圾进场后经过储存、发酵等工艺
流程后点火发电，完成后续的高温烘炉、
吹管、汽轮机冲转、发电机升压等一系列
流程的工作。焚烧的残渣可制作建筑材
料，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垃圾简单填埋状
况，在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焚烧发电、
变废为宝，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环保效
益和社会效益。”耿树飞说，这个项目年
可处理生活垃圾20余万吨，年发电8000
多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5万吨标准煤。

山东冠县：消除污染源 垃圾变成电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许永飞

疫情之下，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为支持相关行业
企业复工复产，将建立和实施环评审批正
面清单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其中，制定
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以便利项目开工
建设；制定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将发挥
激励导向作用。“两个清单”实行时间原则
上截至今年9月底，根据形势需要可适当
延长。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曹立
平介绍，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明确减少现场
检查频次的企业范畴。主要是已经安装在
线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稳定达标、
环境信用良好、一年内无环境违法记录的
重点监管企业，可以减少开展现场检查。

此外，适度调整行政处罚的方式。审
慎采取查封、扣押和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措
施。对受疫情影响，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纠正且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的，可以依法
不予处罚，督促尽快整改。对因受疫情影
响而未按时完成整改的企业，可以酌情延
长整改期限。

曹立平表示，制定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是适应防疫形势、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现
实需要。“疫情发生以来，部分企业受到一
定影响，有的出现一些实际困难。执法正
面清单就是向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希望
企业能认真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生
态环境部门将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实现绿
色发展。”

近年来，环境监管能力和监管需求矛
盾日益突出，简单粗放的方式不能完全适
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
要。生态环境部一直在探索和支持相关地
方推行分类监管。曹立平认为，污染轻、风
险低、守法意识强的企业少去或者不去，污
染重、风险高、守法意识弱的企业要多去，
从而将有限的执法资源集中在主观恶意排
污、违法犯罪的企业，发挥更好的社会效
益。制定和实施正面清单，就是分类监管的积极探索。

环保执法的改变会不会导致监管变“松”？“正面清单明确提出要
探索利用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监管。比如，春节以来在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着重加强热点网格和自动监控技术的应用，生态环境部一共
下发了1200多份电子督办单，要求地方加强监管并依法查处。这不
仅仅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客观需要，更是今后监管执法的努力方
向。”曹立平说。

据介绍，环保执法将进一步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在线监
测和移动执法等高科技手段，提高执法工作的精准度。此外，畅通举
报渠道，加大依法执法力度。实行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众积极参
与。通过加大依法执法的力度，切实防范“劣币驱逐良币”，维护市场
公平和市场秩序。

曹立平强调，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持续做好环境监管执
法。将进一步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和群众关心的生态环
境问题，坚持严格执法和精准帮扶相结合，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切实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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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环保局工作人员检查医疗废物处置记录。 楚 环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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