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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昌江昌化渔港，41
岁的渔民郑有豪来到琼环卫—
0003船上。这次，他不是去捕
鱼的，而是去海上打捞垃圾。

郑有豪是昌化渔港附近的
昌化社区居民，也是昌化镇海
上环卫队的一员。这艘琼环卫
—0003船其实是他的渔船。“不
打捞海上垃圾时，就用这艘船
出海捕鱼。捕鱼过程中，看到
海上垃圾，我们也会打捞起
来。”郑有豪说。

2021 年 ，“ 渔 船 打 捞 垃
圾”昌化渔港试点示范行动正
式启动。昌化渔港成了无塑
海洋行动——渔船打捞垃圾
试 点 全 省 首 批 示 范 渔 港 。
2022 年，昌化镇组织成立了
海上环卫队。

昌化镇环卫站副站长汤江
海说，受到昌化镇海上环卫队
的影响，该镇不少渔民自愿加
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目前，这里有40多艘渔船参与
打捞垃圾，渔民在出海捕鱼时
会将发现的海洋垃圾打包带

回，让海洋更蓝。“打捞垃圾后，
渔民会将垃圾运送到就近的垃
圾屋进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后，可回收部分由回收商回收
再利用，不能回收的垃圾就被
运到昌化镇垃圾转运站处置。”
他说。

据介绍，“渔船打捞垃圾”
昌化渔港试点示范行动，鼓励
渔民在捕鱼的同时，将打捞到
渔网中的塑料垃圾带回港口
处理，建立海洋垃圾去存量的

“渔民—渔船—渔港—塑料回
收利用”社会自愿治理体系，
探索渔船和渔民在日常渔业
生产过程中参与海洋塑料垃
圾治理的路径。

2023年 8月，昌江海尾渔
港、咸田渔港也加入“无塑海
洋”行动，推广昌化渔港“渔船
打捞垃圾”模式。如今，昌江
的“渔民—渔船—渔港—塑料
回收利用”社会自愿治理体系
已基本形成，实现海洋垃圾

“去存量”。
（本报石碌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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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一个“变废为
宝”行动正在展开。

近日，在国家级
大宗固废综合循环
利用生态示范基地
内，装载机把堆场里
堆放着的石碌铁矿
的固废尾矿运送到
尾矿全量化利用生
产线。经过工艺处

理，这些固废尾
矿将变成碎
石、铁矿石、
尾泥等，广
泛应用于建
材领域和钢
铁 生 产 领
域。废弃物实

现资源化利用，从
而推动环境保护与
经济增长双赢。

“该基地项目于
2023 年投产，采取
全量化生产，‘吃干
榨净’，不产生多余
的废物，每年能处理
约 300 万吨固废尾
矿。”智欣环保科技
（昌江）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文桂说，这大
大提升了昌江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率。

昌江是我省重
点工业市县之一，素
有海南“矿产基地、
水泥之都”之称。
2022年，作为全国8
个特殊区域之一，昌
江启动“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两年多
来，昌江围绕工业固
体废物、危险废物、
农业固体废物、生活
源固体废物四大类
典型固体废物的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推进减污降碳增
绿，在“无废城市”建
设探索中走出了昌
江新实践。

点“废”成金 让工业绿色转型扎实推进

8月8日，在海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石碌铁矿分公司选矿二厂，石碌
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改造项目
现场，工人们正忙着对有关设备进行
调试、整改。“7月中旬，项目焙烧炉系
统投料试车成功，目前加紧整改投料
试车后发现的问题，争取尽快投产。”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磁化焙烧项
目副总指挥闫勇杰说。

在“无废城市”建设中，昌江积极推
动传统工业的绿色改造，首先在铁矿石
采掘业源头产废减量方面发力。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海南矿业200万
吨/年贫矿（品位较低的矿石或矿体）选
矿厂开展了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改造。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了全球首创
的难选铁矿高效开发新技术——氢
基矿相转化技术，在利用原有设备基
础上，通过新建预选脱硫、悬浮磁化
焙烧、天然气裂解、尾气除尘脱硫、焙

烧矿磨矿分选等工序，提升产品质量
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项目投产后，每年能处理约230
万吨贫矿，能推动铁回收率由原来的
60%提升至85%以上、排入尾矿库的
尾矿量由原来的120万吨/年减少至
35万吨/年、固体废物源头减量70%
以上。一方面，提高全铁的回收率，
减少尾矿排放；另一方面，提高铁精
矿的品位和质量。”闫勇杰说，另外，
不同于之前，该项目所产生的焙烧尾
矿具有活性高、颗粒细、品质好的特
性，产生的细粒尾矿大部分可被下游
水泥企业和建材生产企业综合利用，
基本实现细粒尾矿零排放。

其次，昌江推动水泥行业绿色低
碳转型。去年底，华润水泥（昌江）有
限公司的碳捕集利用项目、水泥窑协
同处置5万吨飞灰+2.92万吨危废项
目开工。昌江县域内三大水泥厂均

依托自有的水泥熟料生产线进行水
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飞灰生产线改造。

“以‘无废城市’大宗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基地建设为抓手，打好‘优
产业、去存量、重循环’组合拳，协同
推进减污降碳增绿，推动昌江踏上迈
向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该
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该县把优化产
业发展结构作为工作重点，用好清洁
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主引擎”，改造
提升传统资源加工型企业，大力招引
新能源新材料、核电关联产业等新兴产
业，推动“绿色”产业发展链条不断延
长。同时，重循环，聚焦源头减量、价
值转换，通过制造业绿色低碳改造、
推广绿色建筑技术等方式，加强源头
防控，拓宽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路径，
最大限度减少固体废物产生、创造固
体废物资源价值。

变“废”为肥 让农业资源利用“循环跑”

捕“废”为宝
让人与海更加和谐共生

本报讯 （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张文君）近日，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办公
室，工作人员郭起浪先将没用的
纸质文件放入粉碎机粉碎，再将
碎屑投放到了垃圾桶的可回收
物区域。接着，他将打印机内用
完了碳粉的碳粉盒取出，投放在
了走廊旁的四分类垃圾桶有害
垃圾区域。

作为昌江的“无废机关”，昌江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采取推行绿色
办公、落实垃圾分类等举措，从源
头上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最大
程度上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践
行绿色环保理念。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
体，那么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
或社会生活单元就是它的“细
胞”。在“无废城市”建设中，昌
江创建了“无废细胞”，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以此进一步夯实“无废城
市”建设基础。

根据《昌江黎族自治县“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到2025年昌江县域内开展

“无废细胞”建设单位数量达到
100个。本次选取无废机关、无废
工厂、无废学校、无废医院、无废乡
村、无废渔港、无废社区、无废景
区、无废酒店、无废商场共10个领

域，作为首轮建设的“无废细胞”类
型。

作为“无废工厂”，润丰环保科
技（昌江）有限公司建设运营了昌
江建筑垃圾消纳场项目，配套机制
砂生产、碎石生产及商品砼生产功
能，设计每年能处置建筑垃圾量
25万吨、生产混凝土30万方、碎石
30万吨、机制砂85万吨，实现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同时，该公司还
开展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利用宣传，

组织“混凝土下乡惠农 助力和美
乡村建设”活动，将再生产品回馈
于民。

昌江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力争2025年底完成100
个“无废细胞”示范单位创建，鼓励
各主管单位、乡镇积极参与，并结
合自身行业和地区特色，创新“无
废细胞”类型，制定具有特色亮点
的“无废细胞”建设指南并推动建
设工作。

本报讯
（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文君）昌江
黎族自治县在“无废城

市”建设领域取得了一些成
果，下一步还将做哪些工作？

日前，该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锚定“无废城市”建设目标，

全面发力、全域推进、全民参与，力
争建成国家“无废城市”，为此重点实
施四大行动。

实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向，聚集新质生产
力，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为契机，实施重点领域节能
技改，支持鼓励有需要的工业企业采
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模式实
施技术改造，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
高生产效率、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把
好项目准入关，招引发展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特殊材料等清洁能
源和循环经济产业的企业、项目，积
极培育一批尾泥综合利用处理、超高
性能混凝土等固体废物利用骨干企
业；加快核电二期、核电小堆、碳捕集
项目、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及危废等
项目建设，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

实施资源利用提效行动。深化农
业面源污染整治行动成效，持续开展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畜禽粪污综合利
用、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等行动，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率得到提高。规划建设7个一
体化处置建筑垃圾堆放点，继续推行

“水泥窑+混凝土+建筑垃圾”“生态修复+废弃资源利
用+产业融合”等生产模式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动
2024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与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0%以上。

实施示范引领工程建设行动。结合县级财力，
分批次推进“无废乡村”“生态渔港”“无废校园”“绿
色社区”等43个“无废细胞”示范点建设工作。鼓励
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工厂”“生态循环农业”“绿色矿
山”等建设，力争创成4家省级绿色工厂、4家省级绿
色矿山。

实施全民参与共建共享行动。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活动为契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无废城
市”宣传教育，大力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七进”活
动，加大“渔船打捞垃圾”等典型案例宣传示范引领，
不断提升公众对“无废城市”建设的知晓度、参与度，
不断把“无废生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

昌
江
将
重
点
实
施
四
大
行
动

锚
定
﹃
无
废
城
市
﹄
建
设
目
标

A

B

C

昌江将创建100个“无废细胞”示范单位
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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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日，俯瞰昌江黎族自治
县县城石碌镇。清晨的太阳在保梅岭
上冉冉升起，普照整个县城，风景如画。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②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石碌铁矿石悬浮磁
化焙烧技术改造项目现场。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③ 近日，在位于昌江乌烈镇的海南尚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火龙果
种植基地，工作人员正向盛有猪粪污水的发酵池中加入多功能复合菌种。

海南尚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③③

①①

②②

近日，在昌江乌烈镇海南尚岭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火龙果种植基地内，
吸污车正将猪粪污水抽到发酵池
里。接着，工作人员在池中加入“神
奇材料”——多功能复合菌种。

经过5天至7天发酵，工作人员就
可以利用发酵池中的有机肥水，经水肥
一体化灌溉系统对火龙果进行喷灌，实
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我们公司与
昌江的江越养猪场进行了合作，收购他
们的干湿猪粪。经过发酵后，猪粪污水
主要用于灌溉火龙果，干猪粪主要用于
养地，提高土壤肥力。”海南尚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杨龙说。

“目前基地共有8个发酵池，每月
能处理猪粪污水约3000吨，每年处理
干猪粪约2500吨。”杨龙介绍，通过猪
粪资源化利用，不仅减轻农村养殖污
染，还减少了基地化肥用量，每年能减
少70%化肥用量，每年节约肥料成本
20%，同时更多使用有机肥，提升了火

龙果品质，售价更可观，带来经济效益。
去年以来，该公司开始回收玉米

秸秆，并把玉米秸秆与干猪粪放在一
起，加入多功能复合菌种，再用挖机对
其进行搅拌、翻堆。发酵45天后，公
司便会将其用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加土壤有益菌群数量，改善土壤
结构。“此举将玉米秸秆转化成有用的
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村秸秆处理的难
题，实现农业废弃物的生态循环利用，
避免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他说。

“坚持资源化利用，让乡村建设
‘美’起来。”昌江生态环境局有关负
责人说，昌江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建设，探索生态循环农渔生产模
式，推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废旧
农膜回收利用率分别达到88.06%、
88.42%，创成两家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建成两个农药
化肥减量集成技
术核心示范区、两
个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
殖示范区。

同时，昌江坚持无害化处置，实
施农药化肥减量增效三年行动，通过
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
系建设、农药回收台账和监管平台的
信息化系统建设、科学施肥用药培
训、有机肥推广等手段，推动该县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超过90%、农药
和化肥使用量均有下降；全面推行城
乡环卫作业一体化模式，通过垃圾分
类收集亭建设、生活垃圾收储运
一体化、厨余垃圾统一收集
处理等方式，解决农村
生活垃圾分散、运
输 距 离 长 等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