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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水 如 何 变 清 流
———来自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的报道

中水回用添效益

晋控电力河津发电分公司

汾河治，三晋兴，清粼粼的汾河水
奏响了表里山河的诗情画意，俯瞰汾河
水文水段，只见水质清澈，两岸风景如
画，水面上灵动的鸟儿为一碧千里的汾
河水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1 月 22 日，记者走进吕梁市文水
县刘胡兰镇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厂（以
下简称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看到厂
区内分布着十多个大小不一的污水处
理池。当记者沿着沉沙池、二沉池、好氧
池来到直排口，发现这里浑浊的水体正
在发生着颜色与性状的变化，黑臭污水
变成了清澈透明的净水。

正在化验室里化验水质的工作人
员说道：“我们每天都会对水质进行三
次监控和监测，化验数据会实时记录并
上传到互联网上，这些数据都会在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看到。”

刘胡兰镇位于文水县东部，该镇最
主要的产业就是畜禽养殖和屠宰。由于
养殖和屠宰企业较多，长期以来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落后，废水得不到有效处
置，每天约有 5680 吨黑臭废水直接排
进汾河水中，严重污染了汾河水质。为
了解决污水直排的问题，2017 年，文水
县建起了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但由于
当时资金短缺，该厂一期的配套管网迟

迟未能动工建设。
直到 2019 年，刘胡兰镇污水处理

厂才进行了提标改造，配套管网也在同
年建成。该污水处理厂将这些混合污水
经过处理、并达到了地表水吁类标准后
才集中排入汾河。

目前，该处理厂执行出水水质为一
级 A 标准。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该厂
改造以后，工艺技术也进行了升级，不

仅采用了“水解酸化+A/A/O”技术，还增
加了污泥处理深度车间、加药间、臭氧
设备间、风机房等功能型建筑等。如今，
厂日均污水处理量达到了 4000 吨~
5000 吨，到了雨季可实现满负荷 8000
吨/日的处理量。

自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
改造后，不仅实现了刘胡兰镇工业聚集
区生活、屠宰等生活生产废水全收集全

处理，还极大地改善了周围水体的环
境。

正在汾河公园游玩的蔚家堡村村
民武建勇说：“以前汾河边杂草丛生，水
面浑浊，还有臭味。下雨天，牛粪顺着地
势就流进汾河了。如今好了，汾河两岸
修复整齐，沟底水草清晰可见，终于为
我们村民提供了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近年来，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开展汾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治理保护工作，真正做到了生态
治理和防洪能力明显提升的美好愿景，
让全镇百姓都享受到了污水厂带来的
好处，也彻底改变了汾河沿岸水环境质
量。

不仅如此，刘胡兰镇污水处理厂多
措并举，继续加快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能
力建设，为推动治理人居环境，助力当
地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随着截污纳管的高效推移，该厂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会对污水进行
技术上的大力提升，预计将污水进行循
环再利用，从而做到真正零直排。”

河水清、鱼鸟至，正是这些科学
有效的工作方式，才让汾河文水段重
现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的景象，也让
滋养三晋大地的“母亲河”重新亮丽
起来……

1 月 10 日，位于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山西北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足马力，
抓紧生产铜深加工产品订单。新年伊始，运
城市多家新材料科技企业铆足干劲，力争实
现首季度“开门红”。 姻闫鑫 摄

多措并举 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潞安化

工集团王庄煤矿（以下简称王庄煤矿）
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按照“以人为本、预防为
主，属地管理、统一领导，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原则，积极响应并落实环保
部门冬季污染防控任务目标的要求。在
关键时期，科学部署、部门联动、笃行实
干，从环节到细节，采取一系列高效专
业的污染防控措施，高标准深入打赢蓝
天保卫战。

党建引领，协同共治。王庄煤矿组
建了由党委书记和矿长任双组长、矿领
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责任单位为
成员的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持续推
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协同共治。围绕全
矿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进行精准管控、精
细管理，科学制定“全矿环保项目网络
推进图”，各部门各负其责，按规定时限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同时加大在环保方
面的绩效考核力度，注重主观努力创造
价值、注重考核指标量化、注重执行力

提升，统筹推进全矿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齐抓共管，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

清洁运输，科学管控。按照《王庄煤
矿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应对实施方
案》要求，根据重污染天气相应的预警
级别，启动相应的级别，在橙色预警期
间采取按正常运输量减少 50%的错峰
运输措施。按照清洁运输要求，运行了
环保门禁，对矿区参与运输的柴油货车
开展管控工作，淘汰“国五”以下车辆，
运输车辆全部使用“国六”和新能源车，
且新能源车辆的比例逐渐提高，同时完
善并悬挂了环保门禁管理制度和信息
公示牌。

调整供暖，“绿色”过冬。在冬季供
暖方面，该矿在冬季停用所有燃煤锅
炉，采用康庄供热公司的热源实行集中
供热，进行供暖、井口防冻及澡堂洗浴
等需求，其他季节使用空气能及电热锅
炉，为澡堂提供暖气和热水。该措施大
大减少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颗粒物
等污染物的排放，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治理扬尘，全面防控。近年来，该
矿采用封闭式气膜煤棚，用一个巨大
的白色特殊薄膜把储煤场全部罩起
来，有效防止煤炭露天堆放时的扬尘
的产生。“我矿在煤场进出口处安装了
无组织排放扬尘在线监测设备，这些
设备可以实时监测煤炭进出口的扬尘
浓度，确保扬尘排放符合环保法规的
要求。如果监测到扬尘浓度超过限值，
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管理，
以降低扬尘污染。”该矿环保科技术骨
干张云英介绍道。

矸石利用，再辟新径。该矿对煤矸
石进行全面生态化综合治理，利用煤矸
石对自然形成的荒沟进行填沟造地，填
满荒沟后进行土地复垦培肥，可供当地
居民用于农田耕种和绿化种植，煤矸石
处置率和利用率达 100%。该措施一方
面有效改善开采区域生态环境，另一方
面减少煤矸石存量，实现土地总量动态
平衡，大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
率，促进当地增产增收，带来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煤尘清洁，焕然一新。该矿加强运

煤路沿线和生产区的煤尘清洁，对卫生
责任区的室外地面、路面的煤尘及时进
行清扫，做到物见本色。出入矿区的运
煤车、渣土车、运料车、垃圾运输车要进
行遮盖、冲洗，确保车辆不抛洒、不带泥
土煤泥上路，煤场、施工场地、物料堆放
场地等地方进行有效围挡、覆盖、洒水
等措施，防止煤尘污染。针对工业场地
内煤炭运输系统及转载点产生的煤尘，
在转载点等易产煤尘的工作环节设置
集尘罩、防爆式袋式除尘器和喷雾洒水
装置，将产生的煤尘气体通过集尘罩进
入袋式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 98%，从
而保证有效控制粉尘的污染。

王庄煤矿多措并举，坚定不移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以常态
化举措保障长效整治，持续改善空气环
境质量，不断增强职工环境获得感，展
现出矿山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王瑞钰

潞安化工集团王庄煤矿

本刊讯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的水，通常有三个用途：市政绿化
用水、企业生产用水，以及经过提
标处理后作为生态补水排至湿
地、河流等。在运城河津市，一家
企业把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
中水用于生产，不仅节约了水资
源，减少了污水排放，还促进了企
业降本增效。

2023 年 12 月下旬，笔者在晋
控电力河津发电分公司采访时，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向前介绍：“以
前我们在生产中使用的是黄河
水，每吨价格为 2.97 元，现在通过
把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中水再次
处理并进行回用，每吨价格降为
1.5 元，用水价格降低了近一半，
大大降低了运行成本。”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河津发电分公司，建设了两
台 350MW 燃煤发电机组，分别于
2000 年 8 月和 11 月投产发电，两
台机组于 2017 年 11 月完成供热
改造，实现热电联产，是河津市目
前唯一的集中供热热源点。该公
司 2022 年 6 月投入运行城市中
水利用项目，引入河津市污水处
理厂经过处理的中水，进行深度
再处理，处理后的水主要用于生
产过程中的冷却塔等环节，大大
降低了生产成本。

据悉，该公司中水利用项目
设计处理能力 1000 吨/小时，采取

“石灰混凝沉淀过滤”处理工艺，
从投产以来，累计使用城市中水
627 万吨，平均中水使用量达到
1.2 万吨/天，累计为该公司节约用

水成本约 560 万元。此举不仅减
少了对黄河水的使用量，还大大
减少了向汾河排放的污水量，可
以说达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三丰收。

相关专家表示，该项目的最
大意义在于，企业从环保投入中
得到了实实在在经济效益，让企
业发自内心地认可环保投入，并
且愿意投入，形成良好的生态环
保正循环。

项目的成功经验，也让晋控
电力河津发电分公司坚定了加大
生态环保投入的决心。张向前说，
下一步，他们将深入研究，如何把
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应用到
脱硫脱硝环节，进一步降本增效。

晋控电力河津发电分公司利
用中水的实践也是河津市提升水
环境的积极探索。近年来，该市从
源头入手，统一收集、统一处理，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同步实
现，改善水生态环境，节约水资
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实现节
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标。下一
步，河津市将继续突出“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聚焦
汾河流域重点问题，开展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继续推进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及提质增效工程、
工业园区废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利
用工程、农业农村污染防控工
程、河流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水
生态环境智慧化监管工程等工
程项目建设，确保汾河河津段水
质稳定达优良，实现“一泓清水入
黄河”。 （邵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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