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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幅塑料布随意铺展在门前，上面放好打
碎的石英砂、浇上盐酸，再覆盖一层塑料布。放
置半个月后，用清水洗去盐酸，乳白晶透的石英
砂颗粒经过挑拣，就能卖出好价钱……在被称
为“中国水晶之都”的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干了 20 多年石英加工的王恒芹一边比划，一边
给记者讲述着过去酸洗石英砂的场景。

东海县硅资源丰富，石英储量约 3 亿吨，储
量和质量均居全国之首。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随着市场需求扩大，石英加工逐渐成为当地的
主导产业，2008 年前后以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为
主的硅工业企业在东海“遍地开花”。从挖出来
的浅红色石英石到处理后的乳白色石英砂，中间
需要用盐酸浸泡去除铁、铝等杂质。然而，酸洗
石英砂听上去简单的操作，背后却深埋着隐患。

粗放无序开发危害环境

“用的都是劣质废酸，味道很刺鼻，酸洗废
水直接淌进水沟、渗进地里。”当地人告诉记
者。通过一组资料照，记者看到成片黑褐色泥
泞的土地，等待酸洗的石英砂堆成小山，一条条
黑色的塑料碎块夹杂在土里，应是被盐酸腐蚀
留下的残余。

据了解，成品石英砂在当地光伏产业材料
基地能卖到每吨 600 元~700 元。石英加工让老
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可每当提起家家户户分散
酸洗石英砂的时代，连从事石英加工的尹成启
也摇头。他回忆说：“那时候河水变黑了，老远
就能闻到臭味，地里也长不出庄稼。”

“小企业是原料简单初加工，附加值低。”在
王恒芹看来，粗放无序的开发使优质硅资源日
益减少，而酸洗石英砂排放的废水对当地生态
危害更甚。

2011 年 前 后 ，东 海 县 酸 洗 石 英 砂 企 业 有
243 家。小企业投入少、技术含量低，绝大部分
没有污水处理设施，酸洗废水直接排放入河或
下渗进土地，分散生产使得监管难度更大。“东
海县正处于连云港饮用水水源地蔷薇河上游，
这样继续排污对连云港 100 多万人的饮用水水
源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东海县环保局副局长
居亚东说：“必须痛下决心，不能不根治了。”

“集中进区”加强管理

从最初的“关闭、搬迁、限改”到后来的“控
电、控酸、实施源头控制”，2011 年，东海县按照

“有堵有疏”的思路，在房山、安峰、驼峰、曲阳等
乡镇建成了 10 个石英砂酸洗集中区。由乡镇
政府负责，让酸洗石英砂企业“集中进区”，实行
工厂化管理，实现酸洗废水一个出口、统一达标
排放。

集中区里，水泥浇筑的酸洗池不仅做了防

“绿色发展的根本是发展方式的
转 变 ，与 空 间 格局 、产 业 结 构 、生 产
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制度
体制紧密相关。”安徽省合肥市经开
区 党 工 委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合 肥 经 开
区 从 严 格 产 业 布 局 入 手 ，扶 持 高 新
绿色产业发展，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
之路。

非绿色产业一律禁入

实施绿色低碳发展，就要严格把
控产业布局。以环保制度为准绳，合
肥经开区实行产业总体规划布局，明
确功能分区，以符合生态产业链群的
企业引进为重点，不断提升新建项目
的品质。

据悉，合肥经开区在招商引资过
程中严格进行环保评估，凡是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达不到环保要求的，一
律不得入区。据经开区环保分局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一批高污染、高能耗、
高风险产业项目被拒之门外，其中包
括投资额达 34亿元的大项目。

坚持“龙头项目—产业链—产业
集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合肥经
开区正加快构建现代产业基地。围绕

江汽、海尔等 19 个种子项目，大力引进
核心配套企业，实施产业生态补链工
程。目前已形成了以合力股份、日立
建机、江淮汽车、海尔、联合利华、可口
可乐、合肥统一等企业为核心的生态
工业链条 20余条。

同时，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
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努力把绿
色经济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依托
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积极引进和培
育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项目，逐渐形
成资源再生产业良性发展格局。2014
年，合肥经开区获批国家低碳工业园
区试点园区。

污染减排成效显著

为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合肥经开
区集中开展水环境整治工作。投资 10
亿余元建设日处理能力为 30 万吨的污
水处理厂，并对污水处理厂排放的尾
水提标处理至近《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中的Ⅳ类水体水质标准。

配套建设污水管网 287 公里、雨水
管网 560 公里，在安徽省率先实施水环
境网格化管理，全面实施雨污分流，合
肥经开区内所有污水均接入污水处理
厂处理并达标排放。

为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合肥

经开区积极推进集中供热。投资 10 亿
元建设安徽省最大的热电联产项目，
已 形 成 蒸 汽 供 应 能 力 430 吨/小 时 ，
配 套 建 设 约 93 公 里 的 集 中 供 热 管
网 ，为 全 区 75 家 企 业 集 中 供 热 。 同
时 ，加 快 实 施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和 脱硫、
脱硝工程建设，淘汰工业企业燃煤锅
炉及燃煤（柴）生活小锅炉 64 台，余下
的集中供热锅炉全部完成脱硫脱硝升
级改造。

向技术改造要效益

近年来，合肥经开区积极引导辖
区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联合利华、
可口可乐等 6 家企业积极投资建设了
中水回用项目，投资共计 1800 万元，年
节约新鲜用水量 158 万吨。联合利华
公司还投资 800 余万元建设了以生物
质（秸秆）为燃料的热风炉，送入炉内
的不再是天然气，而是生物质燃料压
块，每年可减少天然气使用量 720 万立
方米。

江淮纳威司达公司投资 5000 万元
建成工业厂房地源热泵系统。据悉，
地源热泵机组的冷却效果优于风冷式
和冷却塔式，机组效率高，可以节约
30% ~40% 的 供 热 制 冷 空 调 的 运 行 费
用。日立建机、海尔冰箱、美的华凌、

杰事杰、可口可乐等通过建设屋顶光
伏电站，年发电量近 40MW。

近年来，合肥经开区还积极引导
工业企业实施节能环保技改项目近 40
个，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升级污水处理
设施、加强工艺废气深度处理，促进了
节能减排。

现在，合肥经开区内所有家电企
业的磷化液全部实施了无磷化改造，
采用硅烷化处理，每平方单位产品处
理液消耗量为传统磷化工艺的 15%~
20%，处理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了
原料使用和污染物排放。

在服务企业绿色发展方面，合肥
经开区积极为企业争取上级节能环保
补助专项资金支持。据统计，近几年
共为 70 家企业的 81 个项目申请到省、
市级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4718 万元。另
外，为 39 家企业申请到安徽省节能与
资源综合利用等节能与循环经济相关
资金 3137.6万元。

目前，合肥经开区已有 25 家企业
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评估，11 家企业
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验收，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总数达到 100%。通过
各项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合肥经开
区企业在节水、节电和减少污染物排
放等方面成效显著，每年还能产生经
济效益近 1亿元。

董 家 口 是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老 城
区 企 业 搬 迁 的 主 要 承 接 地 之 一 。
随着青钢公司等企业的迁入，给当
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不免让
人担心：之前存在的污染是否会如影
随形？

日前，青岛市环保局启动“微影
响力美丽青岛行”活动，组织媒体记
者、新浪大 V 对网上热议的环境焦
点、热点问题进行实地探访。首站活
动的地点就选在了董家口，媒体记
者、环保公益人士、微博网友等 20 余
人先后探访了董家口矿石码头和青
钢新厂区。

“微影响力美丽青岛行”启动，实地感受环境变化

不能让污染随企业一起搬迁

◆本报通讯员孙俊杰

“全国只有这里才能停靠 40 万
吨级的矿石船。我们有 4 台世界最
先进的卸船机，每小时可以卸载矿石
3500 吨，一个抓斗抓一下就是 55 吨，
能装满一节火车。”虽然听董家口矿
石码头有限公司安技部部长尹成志
这样介绍，但在码头却没见到一块矿
石，干净整洁的路面上还有洒水的痕
迹。

原来，这里卸载的矿石被直接放
入加装了挡风板和密封罩的皮带运
输系统中，整条皮带长 1.8 万米，可以
贯通所有堆场。除此之外，董家口矿
石码头还投资近亿元，建设了 8000
米长、20米高的抑尘墙。

“我们的目标就是‘干煤不见煤

尘、干矿不见矿粉’。”尹成志说：“公
司在卸船机、转载楼等关键场所安装
洒水除尘系统，加装皮带流程挡风
板、密封罩，购置篷布、抑尘网等，通
过技术手段在整个作业过程中抑制
扬尘污染产生。

此外，每天冲刷码头产生的含尘
污水、降雨导致堆场产生的含尘污水
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等都通过
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
标后回用于堆场喷淋抑尘。停靠在
码头的船只检修产生的抹布、废油
桶、含油污水等全部都收集后交给有
资质的单位处置。

据尹成志介绍，董家口矿石码头
每年的环保投入超过 2000 万元。

看不见扬尘的矿石码头
矿石码头看不见一块矿石，每年环保投入超过 2000 万元

原先的“污染大户”青钢公司在
落户董家口经济区后，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参观者在青钢新厂区最大的
感受就是“新”。不仅是因为新厂、新
设备，厂区环境以及钢厂工人的整
洁、干净更使人眼前一亮。

据了解，青钢新厂区的环保投资
近 18 亿元，在项目总投资中占比近
12%。据公司环保负责人介绍，青钢
老厂区的原料场、焦化煤场都没有除
尘设施和防风抑尘网，而在新厂区投
资近两亿元建设了全封闭式综合原
料场，投资近 1 亿元建设了全封闭的
焦化储煤筒仓，从而有效减少二次扬
尘。

对原料、燃料在卸 料 、输 送 、转
运 、混 匀 等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粉 尘 ，青
钢公司在各产尘部位设置密封罩，
并根据尘源分布情况、工艺作业制度

和粉尘种类及特点等配套设置除尘
系统。

废水排放曾经是青钢老厂区令
人头痛的问题。在新区，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实现了循环利用。比如焦
炉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可以提供给
高炉作为高炉冲渣水使用，冲渣水产
生的蒸汽可以回收发电，水中带有的
余温还可以用来加热。经过这样的
大循环和充分使用后，最后再进入污
水处理厂。

青钢的循环理念不仅体现在水
处理方面，公司还配套建设了高炉余
压发电（TRT）、烧结余热发电、转炉
滚筒渣回收深加工、干熄焦发电等
15 项重大节能工程，将余能余热全
部回收。同时，公司投资 5 亿元，建
成钢渣、水渣微粉项目，实现了固体
渣的循环利用。

变化巨大的新青钢
环保投资近 18亿元，贯彻循环经济理念

“当前，微博微信已经是信息传播
的主渠道，开展‘微影响力美丽青岛
行’活动，目的是组织有社会影响力的
微博微信自媒体，实地参观青岛市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情况，客观反映青
岛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过程，忠实记
录新时期青岛市的环保足迹。”青岛市
环保局副局长唐存礼说：“这一活动同
时也将对社会关注的环境热点问题、
积重难返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跟踪，
回应社会关切，梳理工作中的短板，促
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

据悉，首站活动选址董家口就是
为了回应市民对老企业搬迁的关注。
自 2008 年奥帆赛以来，青岛市共搬迁
老市区重点企业近 110 家，搬迁新址
主要集中在董家口港区和新河化工园
区。这是青岛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企业搬迁行动，也是青岛市建设特大
城市、重新布局城市发展空间的客观
需要。企业搬迁不是简单位移，而是
要实现全面升级换代，通过搬迁，让企
业产业产品结构更优化、技术工艺更
先进、环保设施更健全、清洁生产水平
更高。

据青岛市环保局微博总管陈磊介
绍，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参观企业的环
保设施，了解环境管理及清洁生产情

况，让媒体朋友、微博大 V 更直观地认
识搬迁企业的环保总体水平，同时，让
参观者发挥各自的影响力，更好地反
映青岛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工作
情况。

此次活动也得到了企业的大力支
持。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和青钢敞
开大门，与参观者众坦承交流。青钢
环保负责人表示，这次活动为青钢和
社会公众搭建了沟通联系的平台，青
钢未来在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搬
迁工程的同时，也欢迎公众走进青钢
参观、交流和监督。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不少关心环
保的网友对环保工作也有了更深的认
识。网友@心德真君表示，希望有更
多市民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真正
了解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工作，以
及环保人对环境治理改造所做出的努
力。网友@不浪费 2 认为，公开促进
步，自信才能成熟。遗憾错过此次活
动的网友@小迪克的美好生活则表
示，期待下次真正参与其中。

“接下来，青岛市环保局‘微影响
力美丽青岛行’还将走进生态园区、流
域治理现场等，让公众直观感受青岛
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变化。”
陈磊说。

实地参观，感受变化
推动信息传播交流，促进环境问题解决

合肥经开区打造“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把绿色经济培育成新增长点
◆周家林 朱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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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荣启涵

渗、防腐处理，还把过去的露天酸洗改
造成封闭式的酸洗池。配套的专用清
洗池将废水集中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
构进行统一回收处理再排放，酸碱度、
氟离子分析仪等在线监控数据与环保
局实时联网。

尹成启经营着自己的中源石英加
工厂，同时也成为房山镇芝麻酸洗石英
砂集中区负责人。“现在，企业把原材料
打成石英砂，送来集中区酸洗，清洗干
净再拉走，省事也环保。”

据介绍，每个集中区负责人都在环
保局签了责任状，集中区里一旦出现污
染，区内所有企业一律停产。尹成启
说，通过这种约束，酸洗企业也加强了
自身管理。

购酸需要审批核准

目前，东海县 10 个集中区里已有
300 多家企业，每个集中区每年具备 3
万吨~5 万吨石英砂的酸洗能力。为加

强控制同时保证用酸质量，集中区购酸
需由园区负责人统一到环保部门办理
用酸审批，公安部门根据环保局出具的
用酸审批单核准运输路径。

规范了酸洗流程，进入集中区的企
业成本会不会增加？王恒芹算了一笔
账：分散经营时，每户每年需要约500吨
盐酸，每吨价格300元~500元，用酸多、质
量参差不齐。现在每个集中区每年盐酸
用量 2000吨，集中处理用酸量比以前减
少2/3，统一由当地化工厂提供合格盐酸，
商户只需支付运费，省下的钱正好用于支
付第三方废水处理费。

从 2015 年 4 月开始，王恒芹有了另
一个身份——东海县酸洗石英砂协会
会长。“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协会组织集
中区负责人每个月开一次交流会，也组
织大家互相学习检查。”王恒芹说。

记者日前来到东海县时，当地百姓告
诉记者，现在酸洗废水污染没有了，以前那
个“门前水塘现鱼游”的家乡回来了。

图为媒体记者、微博网友等参观青钢生产线。
孙俊杰摄

修订后的《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强化了对应标
未标、标识不规范等行为的监管，补充了规范网络销售能效产品的相关内容，与能
效“领跑者”制度相衔接。我国能效标识管理制度自 2005 年 3 月 1 日实施以来，共
发布 12 批产品目录，涉及家用电器、办公及电子设备、工业设备、照明设备、商用设
备共五大领域的 33类产品，已经通过能效标识备案的企业达 9000 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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