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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科学导报讯 从水利部获悉，北京市近日出台《北

京市地下水管控指标》，标志着海河流域地下水管控指

标体系实现全覆盖，流域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基础得到

进一步夯实。此次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覆盖海河流域

京津冀晋豫鲁蒙辽 8 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地下水

取水总量和水位（埋深）2 项控制指标和地下水取用水

计量率、监测井密度等管理指标，将为长效推进地下水

超采治理、增加地下水储备以及逐步实现“还水于河”

进一步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魏弘毅

海河流域实现地下水管控指标体系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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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减量、城市干净；资源利用、减污降

碳；政策支持、稳步推进……固废防治让居

民生活环境变得美好而宜居。近年来，我省

积极探索固废处理再利用的途径，全力推动

煤矸石井下充填和煤基固废资源综合利用，

实施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开展“无废城市”

建设，固废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明显。

固废综合利用

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一头

连着降碳。我省作为资源型省份，长期以来，

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产量

大、存量多，其利用处置成为困扰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

朔州市是我省各地实施固废综合利用

的代表。作为工信部确定的全国首批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目前，朔州市形成煤

矸石发电、煤矸石制材、粉煤灰综合利用和

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四大固废综合利用产业

集群，走出了“煤电固废—资源化再利用—

新型材料”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年均消纳煤

矸石 2100 多万吨、粉煤灰 1000 多万吨、脱

硫石膏 130 多万吨，固废综合利用率由“十

二五”末的不足 40%提高到 73%。

除此之外，山西高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煤矸石建成煤矸石大宗资源化利用示范

项目；山西瑞赛格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对废旧钢材进行回收、加工和销售，以实现

废钢资源的再利用……这些项目将更多的固

废变废为宝，变环境压力为转型动力。

这些大宗固废处置实践，是我省结合实

际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缩影。

今年 7 月，我省印发的《山西省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固体废物产生

强度明显下降，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无

害化处置能力有效保障，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作用明显。到2027 年，全省固体废物产生强

度在 2025 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固

体废物现代化治理体系基本形成，治理能力

明显提升。

“无废城市”建设

让城市更宜居

生活垃圾 100%无害化处理，路面养护

维修产生的废料也被循环利用……去年以

来，太原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速固

废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废旧电池、废纸等以前都是和餐厨垃圾

混在一起扔，现在小区有了分类投放柜，可以

回收再利用，我们分类投放还能攒积分兑换

生活用品，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很高。”

说起垃圾分类的好处，赵大妈赞不绝口。

太原在“无废城市”的建设中，持续加大

餐厨垃圾收集处置力度，高标准规划建设环

卫循环产业园、环卫综合基地等，不断提高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2023 年新增餐厨垃

圾签约餐饮企业 901 家，全市餐厨垃圾收集

量由 2022 年的 239 吨/日提升至 350 吨/日
左右。

晋城建投远大建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装配式建筑工业化的现代生产

基地，主要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施工方案和流

程，进行构件组装和连接，最终将制成的各

类预制构件运送至各建设工地吊装使用。该

公司负责人介绍，装配式建筑能减少 70%的

建筑垃圾排放，节约 60%的木材和 55%的水

泥砂浆，减少 25%的水资源消耗。

其实“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

理念，从做好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绿色消费

等，到对工业固废、农业源固废、生活源固废、

建筑垃圾以及危险废物等的综合利用，都是

在为“无废城市”建设作贡献。（下转 C2 版）

———我省对固体废物处理再利用的生动实践

日前，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全面实

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提出，全面落

实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这一管理

模式的核心在于“一证式”，强调“一证

通管”，即一张排污许可证不仅包含污

染源单位的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排

放限值、治理措施等内容，还明确污染

源单位应遵守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

违法责任等，是污染源单位合法排放污

染物的唯一凭证。

全面落实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

理意义重大。从提升环境管理效能角度

看，它通过将原本分散在环境影响评

价、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

税、环境统计等多个领域的环境管理要

求集中体现在一张排污许可证上，避免

了多头管理和重复申报问题，有效提高

了环境管理效率。从促进企业合规经营

角度看，它明确了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

要求和法律责任，促使企业持证排污、

按证排污，按要求加强内部管理、运行

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它

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体制迈向更加科

学化、精细化、高效化方向，为美丽中国

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确保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质量。排污

许可证是“一证式”管理的核心载体，其

核发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最终成效。

环保部门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可行

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制度，确定核发标

准，规范核发流程，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工作时

限与标准要求，确保核发工作高效运转。对于未达到环

保标准、存在严重污染隐患的企业，不予核发许可证，

从源头上堵住污染排放的口子。强化核发过程中的信

息公开，及时公布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进展、结果及理

由，提高核发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随着企业生产活

动的变化和环境政策的调整，环保部门还需建立健全

排污许可证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对持证企业进行复审，

确保能够适时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和新的环境管理要

求，对许可证及时变更或重新核发。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虽然“一证式”管理简化了管

理流程，提高了管理效率，但这绝不意味着对排污单位

的监管可以有所松懈。环保部门应更加注重执法监管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经常性开展排污许可清单式执法

检查，推进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生态环境日常

执法监督工作，实施固定污染源“双随机、一公开”日常

监管，加大对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形成强大的震慑力。除了日常监督检查，还需强

化科技手段在执法监管中的应用。环保部门应不断优

化环境执法技术手段，创新信息化监管方式，推动排污

许可证电子化管理，规范设置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

识，推行非现场监管，充分利用在线监测、遥感监测、大

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进

行实时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并查处企业的异常排污

行为，切实彰显出执法监管效力。

鹤舞黄河滩
湿地添韵致

12 月 13 日，大批灰鹤成群结队
栖息于万荣县黄河湿地，给黄河滩增
添了一抹灵动气息。在冬日暖阳下，
灰鹤们或在黄河滩涂栖息觅食、嬉戏
漫步，或在河面游弋、天空翱翔。远远
望去，优美环境与候鸟共同构成了一
幅黄河冬日美景。 姻 张怀心摄

科学导报讯 记者范琛 日前，我省

发布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引导

性建议：鼓励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危险

废物焚烧处置残渣等综合利用能力空

缺的综合利用项目落地；鼓励危险废物

资源化利用率不高的利用项目进行提

档升级；原则上不鼓励新（扩）建以省外

危险废物为主要原料的利用处置项目；

不鼓励新建危险废物类别利用处置能

力明显富余的利用处置项目。

全省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和处置呈

现以下特点：一是危险废物产生量逐年

增加。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危险废物产

生量为 456.6 万吨，较“十三五”末增长

39.4%，其中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约

139.3 万吨，委外利用处置量约 317.3
万吨。二是危险废物产生类别突出。全

省主要产生 39 大类危险废物（不含医

疗废物），其中 HW11 精（蒸）馏残渣、

HW17 表面处理废物、HW18 焚烧处置

残渣、HW02 医药废物、HW09 油/水、

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以及 HW08 废矿

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产生量较多，占比

达到 91.64%。三是利用处置能力逐年

增强。我省“十三五”末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能力为 176.6 万吨/年。截至 2024 年

6 月，共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持证单位

85 家，核发经营规模约 405 万吨/年，其

中综合利用规模约 295 万吨/年，主要

利用类别为废矿物油、精（蒸）馏残渣、

废催化剂及含铅废物；处置规模约 110
万吨/年，主要处置方式为回转窑焚烧、填埋及水泥窑协

同焚烧处置。

我省建议对以下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谨慎

投资：利用工业窑炉焚烧危险废物的、利用柔性填埋场

填埋危险废物的、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废

矿物油、废油桶及油漆桶再生利用、废烟气脱硝催化剂

再生的项目以及废油收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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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导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低噪声

施工设备指导名录 （2024 年版）》，在

2023 年发布的《低噪声施工设备指导名

录（第一批）》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与完

善，入选的低噪声施工设备种类由 6 类

扩大到 8 类，型号数量由 46 个扩大到

63 个，入选设备的噪声控制水平进一步

提升。

近年来，我国声环境质量总体向

好，但建筑施工噪声扰民问题仍较为突

出。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8 月发布的《中

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 （2024）》 显示，

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各渠道各

部门合计受理的噪声投诉举报约 570
万件，其中建筑施工噪声占 24%，仅次

于社会生活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产生受施工设备、

施工工艺、现场工况等多种因素影

响。当前，建筑施工行业广泛使用的

施工设备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土方

机械，如压路机、推土机、挖掘机等；

另一类是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如旋

挖钻机、混凝土泵车、摊铺机等。”中

机科 （北京） 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

限公司工程机械事业部负责人认为，

在建筑施工行业推广噪声控制水平

高、噪声数值低的施工设备，是有效

加强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之

一。

在 《低噪声施工设备指导名录

（2024 年版）》中，对于履带式推土机、轮

胎式装载机、挖掘机等 3 类设备，单列

出了 9 个动力源为电动机的设备型号。

记者了解到，电动设备的降噪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升，在减污降碳和智能化方面

也有较大优势。

雷英杰

《低噪声施工设备指导名录（2024 年版）》发布

建筑施工噪声源头防控持续加强

科学导报讯 “11 月 ，新 质生 产

力稳步发展，经济运行延续回升态

势。其中，绿色转型持续深入。我国

新能源领域创新发展有力推进，绿色

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新能源汽

车、太阳能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

长 51.1%和 10.9%，成为绿色转型的

重要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付凌

晖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 11 月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时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一段时间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宏观政策组合效应继续显现，工业

服务业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社会预期有效提振，新质生产力稳步发

展，国民经济延续 9 月份以来回升态

势。

今年以来，工业生产一直是经济

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工业生产总体保

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在宏观政策效应

释放作用下，11 月工业增速呈现稳中

有升态势，尤其制造业增长加快，新

动能持续壮大。其中，智能、绿色转型

持续。在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

动下，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态势

明显，智能设备、绿色产品生产高速增

长。

吕望舒

11 月我国绿色转型持续深入

绿色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科学导报讯 日前，三峡工程迎来开工建设 30 周

年。水利部数据显示，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 1.7 万亿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5.5 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14.9 亿吨。库区新增污水日处理规模 158 万吨，干

流水质稳定在域类；重点片区林草覆盖面积增加 447
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 50%，保土保水能力进一步增

强；实施岸线环境综合整治 687 公里，消落区生态功能

不断改善。 伍志尊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迎来全面通水十周年。当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邀请水利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在会上表示，截至 12 月 12 日，南

水北调工程已累计调水超过 767 亿立方米，沿线城市

生活和工业供水保证率显著提升，有力改善了北方地

区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的承载能

力，有效促进了水资源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助力京

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

廖睿灵

南水北调工程效益日益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