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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综合推进资源循环发展——

以 绿 为 笔 绘 新 图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城 市 向“ 绿 ”而

生 ，生 活 向“ 美 ”而 行 。

山东日照市以“绿”起笔，科技

赋能，将生态贯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通过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综合利

用，综合推进资源循环绿色发展，打造绿色低

碳转型新格局。

低碳生活

记者来到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看到校园

里绿树成荫。“我们整治校内河道，使用了‘雨

水收集存储’设施，将雨水收集过滤后用于绿

化灌溉。还通过校园一卡通对能源和资源进

行管理，将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等无废理念融

入校园。”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总务处副处长

莫正根说，学生公寓区利用太阳能和空气源

热泵技术产生的热水用于学生洗澡，这些零

碳校园场景的使用，成为“无废校园”建设的

亮点。

近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启动了“碳惠日

照·零碳校园”场景，提出了建设零碳校园的

系列举措。学校还安装分类垃圾箱倡导师生

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安装小绿回收箱，方便学

生旧书、旧衣服等废旧物品回收。学生通过

回收物品能够换取碳积分，还能通过自主称

重获得收入。

通过“无废村庄”建设，日照市打通了“无

废城市”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将绿色低碳的

“无废触角”延伸至乡村。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垃圾变废

为宝，分类不可少”。如今，“无废”理念已经

深植日照市东港区居民的心中。

干净整洁的村居、连绵成片的光伏，昔日

“脏乱差”，今日“绿富美”。近年来，日照市东

港区涛雒镇小草坡村聚焦“绿色低碳乡村”与

“无废村庄”建设，绘就乡村振兴亮丽底色。

为加速推进绿色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小草坡村陆续实施雨污分流、魅力庭

院、垃圾分类等举措，其中，农村易腐垃圾处

理 入 选 农 村 有 机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典 型

案例。

通过创新污水处理方式，小草坡村探索

研究厌氧池+稳定塘+人工湿地生态污水处

理技术，小草坡村每日可处理污水量达 40 吨，

处理率接近 100%，处理后的污水可实现还田

再利用。建立易腐垃圾处理站，产出物经筛

分后运至田头进一步腐熟，产出的土杂肥用

于蔬菜水果种植。

绿色转型让小草坡村摘得山东省级文明

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等称号。

近年来，围绕建设“无废城市”目标，日照

市相继印发《日照市“无废细胞”建设评估标

准》《日 照 市“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22—2025 年）》《日照市“无废细胞”创建工

作方案》等文件，从组织制度、环境管控、固废

管理、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减污降碳、科普教

育、推行垃圾分类、倡导绿色生活、宣传无废

理念等方面精准发力。

近日，日照市公布首批“无废细胞”创建

工作先进单位。随着首批 28 个“无废细胞”的

激活，日照正逐步打通绿色生活发展“大循

环”，向“无废城市”目标稳步迈进。

碳惠日照

在日照市教授花园小区的“纸壳侠”垃圾

投放点，小区居民正在回收柜前根据提示投

放垃圾并领取奖品。“纸壳侠”绿色回收体系

通过有偿回收，聚废为“宝”，吸引带动更多居

民参与其中。

“我们通过建设‘前端回收网络—中端清

运网络—后端绿色分拣加工’紧密结合的回

收体系，实现‘绿色回收+低碳环保’的目标。

前端回收网络体系以‘线上+线下’组合拳的

方式，实现再生资源绿色回收和全面覆盖。

目前，前端上门回收业务已覆盖 23 个省、189

个区域，平台日回收量达 800 吨。”山东纸壳侠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工陈琦说。

在日照银河公园西侧嘉祥路旁，印有“全

民低碳·乐享普惠”的“小绿回收”绿色柜体分

外引人注目。

“通过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碳惠日照’小

程序，我们打通了废物回收各个环节，实现了

资源的全流程高效整合。居民只需通过微信

小程序，即可轻松完成废旧物品回收并获得

红包奖励。同时，我们通过与环保企业合作，

将可回收垃圾转化为再生资源。”山东绿斯科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经理刘凯鸿说。

“碳惠日照”小程序于 2023 年 6 月 5 日正

式上线，是山东省首个市级碳普惠平台。通

过搭建多元场景、建立激励机制等举措，构建

绿色机关、绿色企业、绿色出行、绿色金融等

全民碳减排“可记录、能衡量、有收益”机制，

鼓励市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从“纸壳侠”到“小绿回收”再到碳普惠平

台创建，一帧帧画面共同绘就“碳惠日照”引

领城市绿色低碳新风尚的生动场景。

吃干榨尽

“之前，制浆厂处理固废的方式是焚烧和

填埋，虽然也符合当前环保排放要求，但从长

远来看，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这个

绿泥、污泥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

理木片下脚料 10 余万吨，绿泥、污泥 6 万余

吨，产出 16.5 万吨纱管纸，每年预计实现销售

收入约 4.95 亿元、税收约 5000 万元，可为 200

余人提供就业岗位。”日照市恩川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钱俊雷说。

恩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制

浆、造纸固废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公司，总部

位于杭州，其与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

司联手合作的“年 6 万吨亚太森博绿泥、污泥

资源化利用项目”预计于今年 10 月底开机投

产。该资源化利用技术国内领先、木浆造纸

行业唯一，也是日照市“无废城市”建设中“无

废工厂”细胞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日照岚山区，作为山钢日照公司的配

套企业，日照鲁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门

负责“吃掉”炼钢流程中产生的高炉

水渣。国内一流技术水平的 2 条矿

渣微粉生产线，年产能可达 180

万吨，实现产值 2.5 亿元。

“高炉水渣被研磨成矿渣微粉后，作

为水泥以及混凝土的原材料来使用，从而

将高炉水渣变废为宝，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我们都说钢厂没有‘废品’，这个产

品 产 生 的 渣 料 ，会 成 为 下 一 个 产 品 的 原 材

料。”日照鲁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方

鹏说。

在日照五莲县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曾

经会造成粉尘和水污染的锯泥也有了新用

途。走进五莲县基石增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台混凝土 3D 打印机正把以锯泥

为原材料的混合材料层层堆积，生产成座椅

产品。

“我们依托五莲石材固废资源，以水泥混

凝土等锯泥为‘油墨’，进行绿色环保 3D 打印

材料研发、资源化、产业化应用，实现了石材

尾 料 的 回 收 再 利 用 ，完 善 了 石 材 业 全 产 业

链。”该公司负责人迟兆鑫说。

生态是日照最大的优势，“水上运动之

都”“北方绿茶之乡”“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如今，一张张城市名

片、一个个荣誉奖项，让这座镶嵌在齐鲁“仙

境海岸”滨海旅游带上的城市，跑出绿色崛起

“加速度”。

江西万安用好山水资源——

拓展“两山”转化渠道兴业富民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县里引导我们发展林下经济，村里打造

山货基地，建起竹笋加工厂，延伸了产业链条，

提高了产品价值，村民和村集体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近日，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枧头镇

龙头畲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林高兴

地说。

万安地处江西中南部，赣江由南向北纵贯

全县，山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超过 70%。近

年来，针对当地一些百姓守着绿水青山仍受穷

的现状，万安县积极拓展“两山”转化渠道，将

绿水青山作为群众增收的载体，实现“美丽风

景”向“美丽经济”转变，成为惠民利民的民生

实举。

万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慧华说，县里

先后搭建起“两山”实体运作平台、云端数据平

台和产品销售平台。通过组建万安县两山集团

有限公司，对全县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收储、专

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通过开发“两山”资源智

慧管理平台，对全县农业、林业等生态产品实行

数字化登记、收储、分析、交易“一条龙”服务管

理，推进生态产品供需方、资源方与投资方高效

对接；通过搭建产品销售平台，全面梳理各类优

势生态农产品 300 余种，创建“万安优品”等自主

农产品品牌，打造电商平台和直播基地，推动生

态产品触达全国消费者。

在万安富硒农产品展示馆，各类贴着“万安

优 品 ”“ 心 安 万 安 ”地 理 标 识 的 农 产 品 琳 琅 满

目。“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生态农产品销

售，自去年 8 月份以来累计完成销售额 6300 余

万元。”万安县两山集团工作人员王显力说，立

足 120 万亩天然富硒土壤优势，他们辐射带动 3

万余户农户发展硒橙、硒稻主导产业，实现每户

年均增收 1 万元以上。目前，全县共有硒稻面积

10.68 万亩、硒橙面积 6.58 万亩、富硒农产品基地

69 个，2023 年富硒产业产值达 50 亿元。

“生态+平台搭建”“生态+项目发展”“生

态 + 绿 色 产 业 ”⋯⋯ 万 安 的“ 两 山 ”转 化 渠 道

更 加 通 畅 ，群 众 也 分 享 到 了“ 两 山 ”转 化

成果。

站在千里赣江第一坝——万安水电坝坝顶

远眺，水色连天，碧波荡漾，郁郁葱葱的绿色小

岛遍布湖区，好似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在刚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万安湖景区成为省内外众

多游客的“打卡点”。景区工作人员岳轩宇骄傲

地说，“我们这里不仅生产清洁能源，还发展起

生态鱼养殖、生态旅游等附加产业”。

万安县充分利用绿水青山资源禀赋，清洁

能源、富硒农业、生态鱼、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

成“攥指成拳”态势。先后建成井冈山航电枢纽

安泰电厂、高山嶂风电场、三峡渔光互补等一批

清洁能源项目，并网容量达 105 万千瓦；利用万

安湖及 104 个中小型水库等优质水资源，推进生

态鱼全产业链发展，每年有 180 万公斤以上的生

态鱼“游”向长三角消费者的餐桌上；万安湖冬

捕、心安湖端午赛龙舟等文旅品牌名声在外，围

绕赣江两岸自然生态风光，万安还打造出高岭

宿集、红色罗塘等一批亲近自然、唤醒乡愁的旅

游景点，其中国家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 6 个、省

3A 级以上乡村旅游点 9 个。

近年来，万安县还先后组建起 GEP 核算成

果应用、“两山”转化平台建设、生态环境优化、

绿色金融创新拓展、绿色产业培育 5 个工作专

班，系统推进 22 个“两山”转化重点项目建设，总

投资达 198 亿元。随着“两山”转化的扎实推进，

群众得到实惠的同时，万安县生态环境质量也

取得新突破。“我们已完成人工造林 10 万亩、毛

竹林改造 1.5 万亩、油茶培育 1.5 万亩，活立木总

蓄 积 约 829.9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稳 定 在

71.93%。”肖慧华说。

治污要从毛细血管入手

梁

婧

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推出农

村污水治理方案。山西出台《关

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加快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

见》，提出 2024 年至 2026 年间，山

西将加快补齐山西省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短板，助推乡村振兴。黑

龙江印发《黑龙江省 2024 年农村

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方

案》，明确 2024 年全省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要达到 35%以上。

“善治城者先治水，治水之要

在治污”。农村治水，是建设美丽

乡村、改善水环境的重点，更是难

点。以生活污水为例，我国农村

地区房屋多为自建房，居民生活

污水排放方式各异，有的就地泼

洒，使其自然蒸发或渗入土壤；有

的就近排放，通过明沟或暗渠进

入溪流、江河及湖泊。而从污水

成分上来说，除了生活污水外，还

常常混有垃圾堆放产生的渗滤液

和高浊度雨水径流等。水质成分

复杂，对处理技术要求高，也给处

理带来了难度。如何因地制宜，

对症下药？

摸排调研要扎实。如果说过

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缺少基础设施，那么在污

水处理设施日趋完善的当下，主

要问题则是设施运行效果欠佳。

有很多已建成的污水处理站清水

进、清水出，而有的地方仍有大量

污水直排，地表水体黑臭现象严

重。因此，前期调研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摸排各家

各户、各个地区的堵点难点后，结合当地自然经济条件和

居民生产生活习惯，制定有效措施，才能确保治污效果，

同时避免建设投资浪费。

“毛细血管”要维护。污水处理是系统工程，链条上的

各个环节如果协调不好、衔接不畅，就像堵塞的毛细血

管，必然会供血不足。不少地区的村庄污水处理站存在重

设施建设、轻管护甚至无管护的情况，“指标一下、任务一

分、资金一给”，就坐等验收、移交，“移交到手之日就是放

松管控之时”。要想“毛细血管”畅通，各地就要坚持建管

并重，压紧压实地方政府与职责部门、运行管理单位的责

任。鼓励通过“一事一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和

运营管护，确保治理设施不仅建得好，更要运行得好。

我国农村污水治理任重而道远。只有唤起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按下污水治理“快进键”，才能加快实现美丽乡

村的美好愿景。

空中俯瞰江西省赣江万安湖空中俯瞰江西省赣江万安湖，，湖面碧波荡漾湖面碧波荡漾，，两岸青山叠翠两岸青山叠翠，，与蓝天白与蓝天白

云共同构成一幅云共同构成一幅秀丽的生态画卷秀丽的生态画卷。。 邱邱 哲哲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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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

县九仙山风景区。

（资料图片）

图② 山东省日照市的城

市 会 客 厅 —— 万 平 口 海 滨 风

景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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