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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现代化的发电厂，矗立在吉

安市105国道的南面。

走进厂区，只见四处花香鸟语，办

公楼内，统一着装的员工穿梭忙碌，俨

然一副都市CBD办公气象。

然而，就在整面落地玻璃窗的另

一侧，却是由来自吉安市吉州区、青原

区、庐陵新区、井冈山经开区、吉安县、

泰和县和吉水县的生活垃圾堆积如

山，工作人员通过操纵巨大的铁抓斗，

将垃圾投入焚烧炉内。

这里是光大环保能源（吉安）有限

公司负责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吉

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约

6.37亿元。每一天，都会有 1200余吨

的垃圾被运送到这里，通过焚烧、净化

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处理后，最终化作

源源不断的电能输入国家电网。

“自 2019 年年底投入运行以来，

我们厂已接纳了近 65万吨生活垃圾，

通过焚烧产生的电量达 2.7 亿度。仅

2020 年，就减排二氧化碳近 20 万吨，

年发电量可供吉安本地 100 万个家

庭全年使用。”该公司副总经理许鹏

介绍道。

整座城市的垃圾，在干净、整洁且

科技范十足的流程中，消失得无影无

踪，转化为可供生产生活使用的各种

能源。在吉安，4座类似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正在遂川县、永丰县、安福

县、永新县加快建设，全市城市原生生

活垃圾即将告别填埋时代。

据吉安市城管局局长刘治平介

绍，过去，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是以卫生

填埋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这种传

统的处理方式会带来诸多问题。首先

是填埋方式并未使垃圾数量减少，随

着时间的推移，堆积垃圾所占空间将

越来越大。其次，深埋于地下的垃圾

会对周围的土壤、地下水产生潜在污

染隐患。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垃圾无

法进行资源再生利用，政府每年需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其进行管

理维护。

如何让数量巨大的生活垃圾通过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新方式进

行处理，成为现代城市治理必须解决

的一个棘手问题。

2018年，吉安市编制完成了全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五片区”规划布

局，采用 PPP 等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建

设 1 座市级、4 座县级垃圾焚烧发电

厂。经焚烧处置后的垃圾，可达到减

容90%以上、减量75%以上的目标。为

确保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座厂房

均采用了符合环保标准的先进工艺。

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该厂

采用了目前国内技术最成熟、运行最

稳定的机械炉排炉垃圾焚烧工艺，烟

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炉内脱硝+半

干式脱酸+干法喷射+活性炭吸附+布
袋除尘”组合工艺，烟气排放数据达到
欧盟标准。在厂内发酵沥出的渗滤液

出水达到工业用水水质标准，并全部

回用于厂内循环冷却水系统。

在系统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的同时，吉安市正加快推进医疗废物、
危险废弃物、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终
端处理体系建设，使全市垃圾处理成

为步调一致的系统工程，进一步完善

了全市环境治理“一张网”。

医疗废物处理扩能提升。2020
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医疗废物

剧增的突发情况，市城管局积极协调

优艺环保科技（吉安）有限公司及时进

行设备扩能提质建设，将市医疗废弃

物处理中心处理能力由 5 吨/日提升

到15吨/日。

危废处置中心投入使用。2019年
10月，总投资3.5亿元的吉安市危废处
置中心投入运营。该中心按国内一流
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包含焚烧烟
气处理设施项目、废水处理设施项目、
工艺废水处理项目和 VOC废气收集
处理项目，年可处理危险废物9万吨。

餐厨垃圾处理体系协同建设。按
照协同、共享、循环、集约的原则，吉安

市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项目与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协同建设，生产程序深
度融合。餐厨垃圾中的油脂经提炼加
工后，制造成生物柴油的原料油，可经
下游加工厂深度加工，提纯为成品油、
润滑油等工业用油，有效地避免了地
沟油重返餐桌等问题。目前，全市共
有 3 个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已建成投
产，4个项目正在规划建设进程中。

建筑垃圾处理持续规范。目前，
吉安各地正逐步建立建筑垃圾终端处
置设施体系，中心城区及安福县、遂川
县等5个县（市、区）已建成了5处建筑
垃圾处理项目，日处理规模达 1720
吨。此外，峡江县、井冈山市、泰和县、
万安县等 7 县（市、区）正在规划建设
相关建筑垃圾终端处置设施。

大件生活垃圾即将实现资源化利
用。吉州区正在建设一处大件家具处
理中心，该项目占地面积 10 亩，总投
资约1200万元，可日处理大件垃圾 50
吨。项目预计在今年 7月底前建成并
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解决中心城区
废弃家具等大件垃圾“无处安放”的
窘境。

一整套井然有序、高效运转的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体系背后，是吉安儿
女对打造“人见人爱的城市”的不懈追
求。今天的吉安人，正让朝夕相处的
城市焕发出新的光彩。
曾贤慧/文（图片由吉安市城管局提供）

终端处置设施成体系 城市垃圾处理出实招
——看吉安市如何打造“人见人爱的城市”系列报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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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余年过去了，安
吉如何践行“两山论”，又能带给我们哪
些启示？6月，记者跟随省林业局产业
考察团，看这里的“两山”转换通道。

从“卖资源”到“卖风景”，
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生态价
值实现

从高铁站往城区一路浓浓绿色。
安吉历届县委县政府牢记嘱托，实施

“生态立县”战略，实施绿色考核，把生
态文明理念根植于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的自觉行动中，牢牢守住生态环境

“家底”——全县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
率均保持在 70%以上，做到“气净、水
净、土净”。

抓住长三角“后花园”的区位优势，
安吉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生态价值实
现。余村，曾靠优质矿石成安吉“首富
村”，却付出环境污染的惨痛代价。“两
山论”提出后，余村关停矿山进行生态
修复，发展休闲旅游。这个 200 余户、
1000 多人的浙北小村，民宿和农家乐
2019 年达 42 家，2020 年人均年收入超
5.5 万元。从“卖资源”到“卖风景”，余
村成为全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动样板。

建生态经济转化机制，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做大金山
银山

近年来，安吉紧紧围绕竹产业、森
林康养等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
农业、工业、旅游优势，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不断做大金山银山。

以竹产业为例，安吉坚持“做大二
产、带动一产、发展三产”，出台政策“组
合拳”，一二三产快速发展：一产竹林生
产向规模化、集约化、多元化、效益化突
破；二产竹加工实现从根到叶的全竹开
发与综合利用，完成从传统产业向现代
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加速迈进中高端智
造；三产依托百万亩竹林资源和厚重竹
文化底蕴，以“影视+竹”“旅游+竹”“康
养+竹”“体验+竹”模式，三产增速连续
5年超2位数增长。

安吉还多层次构建康养业态，加速发
展森林康养产业，目前已有浙江森林康养

名镇6个、省级康养基地4个、省级森林人家特色村42个、浙江森林氧吧
18个，2020年森林康养行业接待游客1758万余人次，收入超114亿元。

高位谋篇规划先行，持续探索“两山”转换通道
“生态本身是一种经济，保护生态，生态会回馈于你。”考察团成

员纷纷表示，安吉以“生态立县”战略谋全局，从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干部作风、群众理念改变等多点发力，统筹推进，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两山”转换之路。

“安吉围绕‘做强二产、带动一产、助力三产’的竹产业发展思路值得
借鉴。”省林业局产业处处长徐向荣说，竹产业是江西最具优势和特色的
林业产业，近年来我省每年投入5000万元支持毛竹低产低效林改造，但
竹加工产业薄弱，毛竹价格上不去，影响林农积极性。我省要高度重视
竹加工产业发展，出台实际举措。只有二产发展，才能带动一产、发展三
产，广大林农收入才能提高。这是竹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发展竹产业，政府引导和介入很关键。首先是规划先行，根据
竹资源状况和环境保护需要，认真做好竹产业发展规划，不求全面开
花，避免无序竞争；其次是科技投入，安吉拟打造 1个百亿元级竹产
业园区，在乡镇建立物理性初级加工点，既避免环境污染，又避免重
复投资，值得借鉴。”抚州市人大常委会一级调研员徐志华表示，仅靠
企业高科技攻关还不够，可由政府搭建平台，引导企业、科研单位、科
研人员组成股份制研发中心，共担风险、共享研发成果。

“余村是个村庄，却建设得很现代，不光环境美，群众发自内心维
护环境的做法也值得点赞。”省林业局产业处副处长蔡德毓注意到，
去村民家中，车先进地下车库，全村垃圾分类细致到位。“江西绿水青
山资源丰富，发展美丽乡村得天独厚。群众有了新发展理念，走对了
路子，美丽乡村才能有美好日子。”

初夏之时，历经3年综合治理的东乡北港河焕然一
新：白鹭翩跹，杨柳依依，绿草如茵，碧波荡漾……重新
打造的河岸点缀着3个生态公园，吸引无数市民休闲漫
步，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画卷。

然而，谁能想到，这条发源于抚州市东乡区境内
集纳区域水体的内河，曾经杂草丛生、淤泥拥堵，污水
横流……

北港河犹如一面生态之镜映照出东乡生态文明建
设的进步和成果。

沿河采访，当地干部群众无不深有感触，近几年，为
呵护一方清水，东乡治水的决心、投入、力度前所未有。

坚持问题导向，查清污染源头，全力
实施生态治水工程，力求污水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东乡区地处抚河和信江水系的分水岭，无过境河
流，无外援之水，全区生产和生活用水主要依托境内的
1571座大小（山塘）水库，这就意味着东乡所有污水必须
自净。然而，东乡区不仅是全国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
还是抚州工业强区，加之生态治理历史欠账较多，用水
矛盾和环保压力巨大。

为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东
乡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让群众用上

“放心水”为抓手，汇聚干群智慧，诚邀专业团队，形成系
统治理水生态方案，推出科学治水一揽子计划。

针对造成北港河污染的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及工业
污染、畜禽水产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水
及垃圾造成的污染，东乡集全区之力打响治水攻坚战，
推出总投资达 30多亿元的北港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城区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处理扩容提标工程、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及农村粪污综合治理等十大生态治水工程。
如今，投资 7.01亿元的北港河治理再现生态美景，

投资3.2亿元新（扩）建的城区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日
处理能力达 8 万吨，出厂水质提升至一级 A 标准。同
时，在 14个乡镇（场）建成日处理能力达 1.29万吨的 17
座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并于去年10月投资7.8亿元全
面启动农村粪污综合治理一体化工程，力求城乡生产和
生活污水一网治理，最大限度减少污水排放。

为控制污染源头，东乡双管齐下。一方面严控工业
污染。关停污染企业 15家，对 18家重点涉水企业实施
在线监控，确保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另一方面减少农业
污染。一是关停禁养区养殖场135家，将生猪养殖规模
控制在 100万头以内，建成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
病死猪处理率超90%。二是通过实施农田污染防治、养
殖排污治理、水质在线监测等措施，全力推进小璜水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并在全区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强化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控和检测，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区推广。三是
治理生活垃圾污染，在全省率先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垃
圾处理，最大化减少了城乡生活垃圾对河道水库造成的
污染。再就是治理水库污染，收回所有对外承包的水库
经营权，全部水库一律人放天养，并对水库进行清淤消
毒，与南昌大学合作开展水生态治理研究，探索水库生
态渔业新路。

巩固防治成果，注重科学治水，大力
实施治水节水蓄水引水系统工程，确保水
质稳定达标

呵护一方清水，不仅要打好攻坚战，更要善打持久
战，实现科学治水、系统治理。

2018年8月，该区消灭劣Ⅴ类水工作通过省政府考
核组验收后，持续加大投入，完善治水工程，升级河长制
考核，确保清水出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多对水生态带
来的影响，该区以系统思维做好治水节水蓄水引水文
章。治水方面，以北港河综合治理为重点，着力巩固十
大工程成果，建立健全污水集纳“毛细血管”，消除老旧
小区等污水收集死角，更新升级工业园区管网，实现雨
污分流，通过完善治污设施和制度，扎紧扎牢污水跑冒
滴漏篱笆。针对北港河枯水期径流量小、自净能力不足
等特性，东乡聘请专业技术团队加盟，通过人工湿地、生
物降解、植物吸附等生态治理措施，确保出境水质稳定
达标。

引水方面，加大引抚河水入境力度，在做好廖坊灌
区一期工程的基础上，着手建设二期工程，将入境河水
与北港河有机对接，使之灌溉农田面积超过 25 万亩。
兴建日引水达3万吨的管道引水工程，以满足工业用水
需求。蓄水方面，全面推进山塘水库净水工程，启动库
容超2000万立方米的井山水库建设，建立备用水源地，
并在廖坊二期工程规划建设蓄水湖调节用水。实施封
山育林，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着力提高工程蓄水和生态
蓄水能力。

与此同时，东乡全方位做好节水文章，推出系列鼓
励节水的优惠政策，深入开展“节约用水，爱我家园”教
育，倡导居民节水生活，激发群众护水力量。大力发展
节水生产，主动承担水利部和省政府联合开展的水权试
点，规范水库取水许可管理，对供水范围的农田和企业
实行确权登记并实行阶梯水价，推动节水农业和节水工
业发展，去年获水利部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同
时，引进江西水投集团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把好
农村水质检测关口，确保百姓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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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一方清水
——看东乡区如何做好水文章

本报记者 汤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