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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眼下正值春耕时节，许多违规焚烧
秸秆行为又开始“冒头”。

“发现一处火点，坐标显示为李相街道，请相关人员立即前往处
理。”3月29日上午，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生态环境分局环境监察执法
人员、李相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同步弹出了一条关于秸
秆焚烧火点的提示信息。相关人员依据系统定位迅速赶到现场进
行执法。

这套自动巡查火点的“天眼”系统是刚运行不久的生态环保智
慧管控试点项目，是辽宁省首个秸秆禁烧专项治理信息化项目，现
已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沈阳秸秆焚烧、垃圾随意倾倒等治理工作
迈入信息化时代。

“我们应用智能算法研发出系统平台，嵌入热源和烟感识别系
统，依托铁塔高空资源，通过高清摄像头对涉农重点区域进行24小
时火点状况自动监管，实现准确排查并快速定位火点。该系统自带
视频、图片取证和火点位置导航功能，可为执法、处置提供详实依
据。”浑南生态环境分局工程师白莹莹告诉记者，目前，该系统实际
监测控制范围超过了200平方公里，大约为浑南区辖区面积的四分
之一，该系统应用后，已查处、排除多起火情。由于“天眼”24小时监
控，大大减轻了执法部门的巡查压力，日均巡查由此前的千余人次
减少至350人次左右。

据介绍，该秸秆禁烧智慧管控试点项目是全国首创将远程运维
系统应用于秸秆禁烧智慧管控领域，今后还将延伸到违规施工、垃
圾倾倒等多个领域的监管，并将逐步在辽宁省推广使用。

沈阳：

“天眼”管控秸秆焚烧

转变矿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总体思路——

彻底治理尾矿库危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3月28日，黑龙江省伊春鹿鸣矿业有
限公司尾矿库4号溢流井发生倾斜，导致
尾矿砂泄漏，严重影响下游地表水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安全，并对下游松花江水质安
全带来威胁。经过环境应急成功处置，4
月11日凌晨3时的监测数据显示，尾矿库
泄漏的特征污染物钼已得到有效控制，呼
兰河钼浓度全线达标。

这是最近一起尾矿库事故引发环境
安全风险的应急事件。此前，在我国现有
的8000多座各类尾矿库中，也曾出现过水
体污染或人体健康损害事件。越来越多
的专家呼吁，转变矿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总体思路迫在眉睫。

传统治理思路亟须转变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6》，矿业
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0.84万亿立方米，占
我国总排放量的1.23%；矿业行业废水排
放量22.5亿吨，占我国总排放量的12%；
矿业行业的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4
亿吨，占我国总排放量的45%，如果加上
煤矸石，矿业固废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
80%以上。

除了尾矿库事故，矿业固废堆放大量
占地以及矸石堆场、废石排土场产生滑坡
崩塌的风险也很高。目前我国尾矿、废
石、煤矸石等矿业固废堆存量约146亿吨，
且以每年20多亿吨的速度增长。由此造
成直接侵占、破坏土地面积达1.7万至2.3
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200平方公里的速
度增加，近年来更是达到每年340平方公
里的增加速度。

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中华环保联
合会副主席杨朝飞指出，多年以来，我国
应对矿业固体废弃物污染的主要治理思
路是修建尾矿库、废石排土场和矸石堆场
用以堆存矿业固废。这种管理思路只是
避免了矿业开发过程中固体废物的乱排
乱倒等无组织排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
减少固废的产生。

杨朝飞介绍，对矿业固废实行综合利

用非常必要，不少地区也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但是矿业固废综合利用也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一是目前矿业固废综合利
用主要是生产建筑材料，而建筑材料一般
重量大，受制于运输半径的限制，市场条
件苛刻；二是矿业固废综合利用与修建尾
矿库、堆放废石山（矸石山）一样，仍然不
能根治采矿造成采空区的地面沉降塌陷
问题；三是矿业固废综合利用数量相对固
废的排放总量仍然占比有限，还不能从全
局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应对矿业固废造
成的生态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等诸
多挑战。

“传统的矿业固废治理思路已经不能
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及时转变治理
思路，要求矿业企业将尾矿、矸石、废石等
固体废物回填至地下采空区已经成为矿
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杨朝飞说。

回填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矿业固废回填地下采空区越来越成
为人们的共识，不少地区和企业已经开始
了这方面的积极探索。

以新疆阿希金矿露天坑治理及全尾
砂井下膏体充填项目为例，原传统充填技
术水泥用量0.24吨/每立方米，而膏体充
填技术下降为0.09吨/每立方米，每立方
米节约成本40.5元。仅水泥一项就可年
节约成本1012.5万元。

湖南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膏
体充填系统后减少了对湘江流域的重金
属污染，延长了矿山服务年限，从根本上
消除了采空区安全隐患，保护了地下地表
环境。且残矿回收率达到60%，可回收
77.4万吨锑矿石，新增产值23.22亿元。

杨朝飞指出，膏体充填技术在环保、

安全、经济、高效方面均具有巨大优势。
包括固体废弃物利用率高、重金属离子不
渗滤、不对井下水和土壤产生第二次污
染；充填体强度高，可以使回填料完全接
顶，有效控制采场地压，提高生产安全水
平，同时也减轻甚至避免采空区塌陷；使
地表尾矿库减量化进一步增大，在料浆中
的水泥用量更加减少，降低充填成本以及
提高矿产回收率等。

研究显示，传统的矿产开采方法，资
源的回采率一般为40%至60%，而采用膏
体充填采矿法后的回采率可达到85%至
95%。当前我国的浅层资源已濒临枯竭，
专家指出，今后深地化、智能化的矿产开
采势在必行，膏体充填采矿极大地稳定了
矿区的地质条件，为矿山深地化的安全开
采提供了有力技术保障。而该方式的唯
一不足就是膏体充填系统建设前期的投
资略高。

据介绍，我国在膏体充填领域的基础
理论、工艺技术、关键装备等方面已有10
多年的研究基础，并建立了多个示范基
地。国产化的膏体充填装备已经基本取
代了进口，一些装备的性能甚至优于进口
装备，同时也有很多在各种不同地质条件
下的金属矿、煤矿、化工矿等矿山应用案
例。“目前，全国累计有200余座金属矿山
采用膏体充填采矿技术，技术和装备的市
场应用成熟度较高，普遍推广已成为可
能。”杨朝飞说。

彻底治理有待新政出台

4月26日至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将审议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此间，有关专家提
出，摆脱尾矿库危局，改变矿业固废污染

治理思维定式，需要更多政策法规支持。
杨朝飞认为，国家要明确充填采矿法

的技术路线，加快矿山开发从传统的建尾
矿库、堆废矿渣山，转向将尾矿、矸石、废
石等固体废物回填至地下采空区。为此，
建议生态环境部将充填采矿法纳入矿山
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
编制内容和许可证管理；应急管理部将充
填采矿法纳入矿山开发建设项目的安全
评价报告书。

此外，需加大对矿山生态环保的投
入，将治理矿业固废污染纳入国家“十四
五”发展规划。实施矿业固废治理工程，
对已有的尾矿库、废渣山要逐年回填削
减，要优先解决危库、病危废渣山和地震
带区的尾矿库、废渣山，加快解决迫切需
要治理的矿业环保的历史欠账问题。同
时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将工业废渣和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进行无害化回填
井下采空区。

杨朝飞建议全国人大将充填采矿法
的要求纳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具体
增加矿山企业应将“尾矿、矸石、废石等矿
业固体废物回填至地下采空区，回填料应
确保无害化、安全化，不对环境产生二次
污染”，从而为矿业固废回填地下采空区
提供法律支持。

专家建议，加强矿业生态环境监管，将
该监管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议程，严格监
督矿业企业自觉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
安全生产的法规和标准，严肃查处违法排
污行为；加快制定矿业膏体充填技术标准，
规范矿业膏体充填技术使用；鼓励深化矿
业膏体充填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该技术
的环境、资源、安全和经济效益；出台财税、
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采用绿色膏体充
填技术的矿山予以支持和奖励等。

如何有效地利用好矿业固体废

物，变废为宝，从而彻底解决尾矿库的

一系列生态环境与安全生产风险问

题？专家提出，传统的矿业固废治理

思路已经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要，必须及时转变治理思路。4月26

日至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将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有专家建议，将

充填采矿法的要求纳入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法，为矿业固废回填地下采空区

提供法律支持。

4月15日，60多米高的湖北黄石220
千伏塞泥一二回输电线路57号铁塔上，3
只未满月的东方白鹳幼鹳在1只成鹳的护
佑下，趴在电塔顶部的鸟巢里，安静地俯视
着轻手轻脚拆除接地线的电力工人。鸟巢
上空，另1只觅食回来的成鹳在优雅盘旋，
没有发出一声惊慌的鸣叫。

为了不惊扰这些可爱的白鹳，湖北黄
石220千伏塞泥一二回输电线路张家颈至
绵羊棚段，与邻段新港（物流）园热火朝天
的迁改场面截然不同：铁塔导线的更换没
有放线机的轰鸣、金属磕碰和人声鼎沸声，
只有远方鸡鸣犬吠声随风入耳。

自2016年6月开始，黄石电力工人发
现，每年的2月至8月，就有一对东方白鹳
不远万里地飞来，在绵羊棚一带3基铁电塔
上筑巢繁殖。每年这个时期，电力工人既
要保护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还要保护东
方白鹳的安全，前后累计共保护了10只幼
鹳在这里育出生长，直至展翅高飞。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
世界濒危保护动物，全球仅存不到3000
只。近年来，随着湖北黄石加大生态保护

力度，东临长江、西接湖泊、南依山脉的绵
羊棚这片万亩沼泽，很快便成了鸟儿栖息
繁衍的天堂。

随着黄石新港（物流）园的发展及203
省级公路开工建设，220千伏塞泥一二回
输电线路部分线路迁改势在必行。工程进
行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和建设者坚守环
保理念，精心爱护每块鱼塘、藕田，善待每
一种动物。

“这条线路迁改是黄石市的重点工
程。”220千伏塞泥一二回输电线路迁改工
程指挥部负责人刘勇胜说，该线路是黄石
电网与黄冈电网220千伏联网的主干线。
但为了不影响东方白鹳栖息繁殖，他们跳
过57号铁塔对迁改方案进行优化，全程对
施工噪声进行控制，让白鹳安心哺育后代。

5年来，为了保护东方白鹳在这里的
繁育，黄石供电公司员工倾注了大量心
血。在2016年保护之初的连续3个多月
时间内，他们每天攀爬60多米高的铁塔，
用小鱼小虾喂养小鹳。

被黄石当地人誉为“鸟爸”的黄石供电
公司员工郑青松说，护鸟和护线是矛盾的
两个方面，“但我们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保护好生态，守护好家园”。

经过连续几年的观察，湖北省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副主任李勇认为，这对东方白
鹳之所以每年选择绵羊棚来筑巢繁殖，除
了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食物丰富外，
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人类的爱心。

据悉，湖北黄石供电公司为了保护东
方白鹳及其他一些鸟类，对绵羊棚一带铁
塔易被鸟患引起线路跳闸的部位都安装了
防鸟挡板。通过这些努力，一方面最大程
度地确保线路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也防
止鸟儿受到伤害。

“白鹳，安心在这儿生活吧”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刘加良

前几天，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的一处工地围挡拆除，让家住这附
近的市民王乐颇感意外：曾经的空地变成了150亩花开正艳的碧
桃林。

“一年前，这里新建的上垮桥通车后，路北侧的空地一直闲置。
光秃秃的一片，春天风大，很容易起扬尘，我们出门都得绕道走。”王
乐告诉记者，今年3月下旬，桥下围起了围挡，附近居民以为是建筑
施工，平时连窗户都不敢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围挡打开，空
地变成了一片花海！”

中心城区绿化用地不足，是制约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病”。为突
破城市绿化的土地“瓶颈”，邢台市通过拆后建绿、见缝插绿等方式，
近两年整理城市用地1.4万余亩，实现了“能绿尽绿”。目前，邢台市
区已建成公园游园广场168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0.06平方米，城
市植树完成比例、新增城市绿地面积比例、新建公园游园完成比例等
指标连续两年排名河北省第一。

邢台市城管局副局长、园林局局长姜志远告诉记者，2017年以
来，邢台在市区加大了拆违拆迁力度，拆后地块不建高楼大厦，不搞
商业开发，全部用于绿化。近几年，累计实施拆后绿化230余处，在
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上新增绿地近2000亩，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游园
达到60余个。

今年，邢台市结合疫情防控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提出城区垃
圾清零目标，对大外环范围内背街小巷、铁路沿线、城乡接合部等长
期积存无人管理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彻底清理，腾出的空地全部绿
化。目前，已清理各类垃圾247立方米，垃圾清理后，绿化马上跟进，
基本实现随清随绿化。

3月底，位于邢台市桥东区百泉大道以北的柴家庄群众也收获
了“垃圾堆变绿地”的欣喜。“我们村地处城郊，过去村口堆了大量建
筑垃圾，很不美观。”村民吴雪花说，进入3月以来，村子周边的建筑
垃圾被清理了，腾出的空地种上了法桐、白皮松等树木，“垃圾运走已
经很高兴了，没想到还能种这么多树。”

河岸绿化是邢台市增加城市绿化空间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在推
进公园城市建设中，邢台市围绕建设“绿满邢襄，水润古城”思路，加
大城区河道治理力度，先后实施雨污分流、退污还清、生态补水、扩河
增绿等工程，共计完成29条街道雨污分流，扩河建湖14处，提升总
景观面积35万平方米。公园游园邻湖而建、河湖相连、园水共融的
自然型生态景观满足了市民亲水近水的愿望，成为市民饭后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在今年的春季绿化中，邢台市将新增绿地7000余亩，4月底前
将全面完成乔木种植工作，进一步织密城市绿化空间。

“我们以建设‘公园城市’为目标，大力实施园林绿化、公园游园
建设、扩水建湖工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邢台市城管局局长贾立宁
介绍，近3年来，邢台市区新增乔木136万株，相当于之前10年的总
和；新增绿地2026公顷，较2016年增加了68%，“绿为底、路为轴、水
为带、廊为屏的绿化大格局已初步形成，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生机与
活力”。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河北邢台：

“见缝插绿”织密城市绿网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闫丽静

在湖北黄石220千伏塞泥一二回输电线路57号铁塔上，3只东方白鹳幼鹳出生了。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河北省邢台市打造的钢铁路海棠一条街。
刘张焱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