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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支考察团来阳泉市盂县考

察，看到固废综合利用企业将大理石边角

料、脱硫石膏、粉煤灰、废旧金属循环利用，

加工成全新的工业产品，大家纷纷感叹循环

经济的神奇。从花钱处理工业固废，到利用

新技术让废弃物产生新的价值，盂县打开思

路、敢蹚新路，让曾经的工业固废实现“再就

业”，为盂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走好

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带来了新机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

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

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对于盂县来说，旧观念的转变和新技术

的运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盂县矿藏资源丰富，是传统的资源型地区，

每年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煤矸石、冶炼废渣、

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固体废弃物近 500 万

吨。过去，固废处理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如今，通过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煤矸石可以

发电、从废催化剂中能提炼贵金属、粉煤灰

“摇身一变”成为环保建材。循环经济不仅降

低了固废处理费用，还能靠新产品创造更多

收入，可谓一举多得。从传统发展方式，到循

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出了新路子、走

出了新天地，让盂县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双赢”。

为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盂县用好国

家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国字

头”招牌，规划建设静脉产业小镇和循环经

济产业园区，培育引进 17 家固废综合利用

企业，初步形成了以煤矸石、粉煤灰、废金

属、废催化剂等废弃资源循环综合利用的产

业矩阵。固废资源从“废品”到“产品”，实现

了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循环经济的发展，

展示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也为盂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7 月 26 日，位于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欧冶链金（阳泉）金属再生资源加工生产基

地，一台台电磁吸盘将废钢进行有序分类，

准备加工利用，制成新的钢材。公司项目经

理乔栋说：“我们把盂县及周边地区的废钢

资源回收、分拣、剪切并打包压块，按照物料

的厚度进行分选，加工成成品后提供给钢

厂。这种资源综合利用模式不仅将固废‘变

废为宝’，还减轻了自然资源开采的压力，降

低了钢铁生产的综合能耗。”

为让产业形成集聚效应，增加群体竞争

优势。盂县建设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打造

固废综合利用专业镇、规划建设静脉产业小

镇，让循环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

为给循环经济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去

年，盂县引进了山西海科大宗工业固废资源

化应用研发及中试中心项目。该项目将以建

设科技应用联合体的模式，重点开展固废资

源综合利用研发试验、成果转化、产业孵化

和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提高大宗固废规模

化、高值化利用水平，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提供技术保障。

阳泉市矿山多，尾矿处理、综合利用是

该市面对的重要问题。山西东大土壤调理剂

项目通过选取富含钙、镁、硅、硒等元素的天

然矿石，根据土壤情况，生产不同成分的土

壤调理剂。这一矿山综合利用项目生产出的

土壤调理剂能够改善土壤酸化、板结、缺少

元素等问题。“项目投产达效后，预计每年可

生产土壤调理剂 50 万吨，年产值 10 亿元以

上。我们还可以采取技术手段生产市场上受

欢迎的富硒肥，对于阳泉发展富硒农业产业

全产业链很有益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中

大（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李良说。

一个个固体废物资源利用项目落地盂

县，以煤矸石、粉煤灰、废金属、废催化剂等

废弃资源循环综合利用的产业矩阵逐步形

成。预计到 2025 年，盂县可实现西烟循环经

济产业园、南娄新材料产业园、秀水双创智

造产业园园区物质减量循环和能源梯级利

用。盂县在推进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调整能

源产业结构、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的

道路上步履愈发坚实、信心愈发坚定。 侯节

循环经济点亮盂县“绿色”未来
盘活固废 物尽其用

8 月 16 日，山西物产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拆解报废车辆。该
公司主要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生产性
废旧金属回收加工等业务，实现资源循环利
用。 姻 阮洋摄

绿染矿山展新颜

科学导报讯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麻家梁煤业公司以

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

山环境生态化为基本要求，逐步走出一条绿色、高效、可

持续发展之路，不断擦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底

色。

推进“绿化、美化、净化”工程建设。依据建筑学和园

林学设计，公司以办公楼为中心、以天河广场为圆心，进

行绿化环绕设计，在广场两侧以造丘型假山进行树木布

置；围绕厂区四周种植了白杨树、油松等林木，增加了层

次感；员工生活区以灌木造景为主，种植了龙桑、红叶小

波、草坪等树木；工业厂区道路两侧种植了枣树、杏树绿

化带，形成了一道道亮丽风景的园林景观。如今的公司

已展开一幅“人在景中”、景在绿中”的画卷，处处给人以

心旷神怡的美感。

该公司不断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在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上砥砺前行，为建设现代化能

源绿都、塞上明珠作出新贡献。 刘明珍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麻家梁煤业公司

签约全国首单再生水水权有偿出让协

议，破除企业取水困境；

建成 67.787 公里的再生水管网，将水

源输送至生产一线；

节约淡水资源 1000 余万立方米/年，实

现经济、生态双向互动……

从“无水可用”，到变“水瓶颈”为“水支

撑”“水保障”，晋中市灵石县以一马当先的

魄力，首开全国再生水水权交易先河，锚定

“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全交易”目标，不

断深化完善再生水交易利用机制，实现了经

济、生态、社会效益全面突破，蹚出了一条可

推广、可复制的灵石路径。

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灵石县，是

全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水资源匮乏，供需

矛盾突出，全县年取水量缺口超 2000 万立方

米。如何破除水资源困境，保障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是该县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水源落实不了，许多项目都无法上马。

但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和水资源利用的刚性

约束，短期内全县已没有可供生产使用的常

规水源。”灵石县水利局副局长贺瑞勋表示。

再生水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污

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的水，是可

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灵石县

共有 13 个污水处理厂，年可生产 1000 多万

立方米再生水。交易前，这些水除少量用于

城镇绿化和道路洒水外，80%以上都直接排

入附近河道。在此基础上，加大回收利用再

生水，并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之

中，成为破题的重要切口。

2020 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

“五水综改”、理顺水治理体制机制。灵石县

紧抓改革窗口期，主动申请开展再生水水权

交易改革试点，委托国家级水权交易平

台———中国水权交易所编制了《晋中市灵石

县再生水水权交易实施方案》，后又搭建起

了市、县两级水权交易系统。

2021 年 8 月，全国首例再生水水权有

偿出让签约仪式在灵石县举行。灵石县水利

局作为交易转让方，与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

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达成了为期 5 年的 720
万立方米/年的供水协议，授权灵石县保净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作为唯一再生水销售企业，

向受让企业供水。至此，再生水从无偿取得

变为有偿使用迈出关键一步。

有了指标，如何将水源输送至企业？灵

石县持续加大马力，按照“供水管网全贯通、

工业园区全覆盖”的要求，启动了再生水收

集输送管网建设工程。2023 年 8 月，全程

67.787 公里、可连接 13 座污水处理厂、覆盖

3 个工业园区的管网基本建成，全方位盘活

了灵石的再生水源，使之成为企业发展、项

目建设的“源头活水”。

如今，在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

司，每天 2000 立方米的再生水通过中水管

道直达生产一线，工业用水随取随用，这家

年产能达 210 万吨的焦化企业再也没有了

用水的后顾之忧。

同为第一批购买再生水的企业，中煤九

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过去长期使用地下水

生产焦炭，新项目由于无水可用一度被搁

置，现在 20 多公里的供水管网直通车间，再

生水代替原有水源，让这家当地支柱产业重

新焕发生机。

“实行再生水水权交易，实现了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的全面共赢。目前，灵石全县再

生水水权交易量达 741 万立方米/年，带动增

加工业产值约 190 亿元，实现利税 14.2 亿

元。此外，改革还加快了对居民生活污水的

全链条全封闭式处理，减少了汾河流域的淡

水取用，预计每年节约淡水资源 1000 多万

立方米，对县域内的生态平衡起到了良好的

促进作用。”贺瑞勋说到。

市场配置水资源，促使企业节水意识不

断增强。许多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利用再生

水的生产模式，纷纷对设备进行升级、开展

节水改造，企业耗水量显著下降，经济效益

明显提升。

走进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净水车间，功能强大的净水装置，步骤齐全

的净化流程，让人不禁感叹企业在节水方面

所做的努力。“我们的再生水到了净化车间

后，经过过滤脱盐，好水返回到焦炉的冷却

系统进行利用，一部分蒸发掉了，另一部分

返回来再经过这个系统过滤脱盐，再次利

用，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基本能够实现零排

放。”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处

处长范建峰说。

“我们企业通过提升工艺、改造设备，每

吨焦炭用水从 1.5 吨减少到 1.13 吨，算下来

1 吨焦炭节省了 400 公斤水。”中煤九鑫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毛航宇表示。

以灵石县首批交易的三家焦化企业为

例，通过改造升级，与传统工艺相比，每年可

节约水资源 280 余万立方米，按每吨污水处

理成本 25 元计算，每年可节约成本约 7000
万元，在集约节约利用水资源的同时提升了

企业的经济效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灵石县再接

再厉，赓续前行……

———积极推进总投资 2.1 亿元的城市

“雨污分流”建设工程和日处理能力 1 万立

方米的两渡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建设，促使再

生水保障能力不断升级；

———探索再生水指标在有效期限内的

合理出让方式，最大程度激发水指标活力，

让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

凸显；

———将水权转让费用于污水处理实现

资金反哺，形成资金运行良性循环机制，延

长项目回款周期，不断扩大用水市场。

勇于探索的灵石人将以山水为卷、改革

为笔，大胆尝试、大胆实践，持续深化完善再

生水交易利用机制，以“源头活水”激活全县

高质量发展“满池春水”，描绘出“无边光景

一时新”的壮阔图景。 吕斌华

灵石县首开全国再生水水权交易先河，持续完善交易利用机制———

激活高质量发展“满池春水”

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净水车间。

科学导报讯 近日，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

院有限公司获悉，该单位自主研发的系列矿用防爆新能

源车，已在新疆伊犁矿区成功应用并稳定运行。

据了解，矿用防爆新能源车采用自主研发的轻量化

专用承载底盘和高功率密度防爆电驱系统，具有长续

航、高性能、无污染、低成本等特点。单次充电可满足矿

井三班运输，能实现两驱、四驱自主调节，满载最大爬坡

能力达 25%。同时，矿用防爆新能源车实现污染物零排

放，运维成本仅为传统燃油车的 10%~15%。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智慧绿色矿山建设

呈蓬勃发展态势，煤矿新能源运输装备技术与质量也得

到显著提升。”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

动新能源运输装备研发与应用，持续助力煤矿辅助运输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邵康

防爆新能源车为
采矿提效增“绿”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

社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