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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建筑垃圾如何处理？填
埋或焚烧的处理方式会给环
境造成压力，创新垃圾处置
方法，挖掘回收利用价值，可
以有效节约资源，也更有利
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北 京 依 靠 绿 色 循 环 体
系，将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再
生利用，2020 年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率达 85%以上，再
生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工
程，为建筑垃圾的处理提供
了有益探索。

■倾听·关注循环经济R

“现在原材料很充足，我们也

干劲十足！”望着马力全开的生产

线，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伍中钢说。

伍中钢的公司主营废铅蓄电

池回收利用，这种电池在重庆市

产量较小，他们曾因“无废可用”

而停工。而在相邻的四川，这种

电池产量较大，废铅蓄电池往往

要排队等待处置。

何不把四川的废铅蓄电池运

到 重 庆 来 处 理 呢 ？ 伍 中 钢 也 想

过。可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品，

处置程序复杂，要层层审批，有时

得花一个月工夫，“不管是 100 公

斤还是 300 公斤，都要审批，每年

要办上百张审批单，我们只得安

排专人来跑手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启动，让此事“柳暗花明”。2020
年 4 月，川渝两地在全国率先建

立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

制度，两地每年定期协商确定经

营单位及可接收的类别和数量。

凡在“白名单”范围内的，不再需

要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由

两 地 省 级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直 接 审

批，5 个工作日即可得到答复。

进了“白名单”，德能公司现

在每年只需办两次审批，每次 3
万吨。只要累计不超过总额，每

次运送几百吨，不用单独审批。

2020 年，德能公司停产 3 个月，处置总量反而增加 20%。

除 了 德 能 公 司 ，川 渝 两 地 共 有 15 家 企 业 纳 入“ 白 名

单”。2020 年，双方相互转移的危险废物近 5 万吨。

企业得实惠，政府也减了负。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固体

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吕俊强说，现在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

做其他工作，“危险废物种类多，单个省市难以建设所有类

别的危废处置设施。川渝合作，既能降低成本，又能避免远

距离运输带来的风险，一举两得。”

川渝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合作，“白名单”只是其中一

项。经过深入调研，两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四

川重庆合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工

作方案》，明确了加强生态共建、深化污染共治、强化共商共

管、健全工作机制四大类 27 方面合作内容。重庆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白名单”制度已经拓展到了贵

州和云南。

“除了四川，我们以后还能接收贵州、云南的原材料。”

伍中钢说，重庆市委在相关建议中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

强固废危废协同治理，这让他感到振奋，“多地协同，带来广

阔商机。今年我们产量有望翻番，未来也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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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5日电 （记者李心萍）国家邮政局实时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4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

200 亿件，接近 2015 年全年水平，日均业务量超过 2.4 亿件，

日均服务用户接近 5 亿人次。年初以来，邮政快递业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全年快递业务量将超过 950 亿件。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 200 亿件用时仅

83 天，比 2020 年提前了 45 天，又一次刷新了我国快递业发

展纪录，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快递市场巨大的发展韧性、蓬勃

活力和增长潜力。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邮政快递业之所以继续

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得益于我国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消

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农村市场增长较快，使得快

递市场获得了新的规模扩张。

这一成绩的取得也与今年邮政快递业迅速复工复产

密不可分。今年全网复工复产速度远高于去年，为全年

持续快速发展和“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

基础。

据了解，我国快递业于 2014 年进入“百亿”时代。此

后，快递年业务量以每年递增 100 亿件的速度持续高速增

长。即使是在 2020 年这一特殊年份，全国快递年业务量也

历史性达到 830 亿件，同比增长 30.8%，进一步夯实了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今年快递业务量预计超 950亿件
已突破 200亿件，用时仅 83天

本报西安 3月 25日电 （记者原韬雄）西安高新区日前

召开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发布了《西安

高新区关于支持硬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在硬科技企业上市、研发投入、关键技术攻关等方

面提供 9 亿元以上专项资金支持。

《措施》提出，西安高新区将在实施双链融合专项计划、

支持硬科技研发与转化、营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三个方面

设立 9 项专项资金，其中包括：每年为 10 家以上硬科技上市

企业设立 1 亿元以上专项资金，设立 1 亿元专项资金择优对

100 家规模企业给予研发投入奖励，设立 1 亿元专项资金择

优 对 1000 家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按 照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予 以 支

持。《措施》同时对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核心技术研发

转化、硬科技创新人才支持等分别设立每年 1 亿元专项

资金。

据了解，2020 年，西安高新区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 2434 家，同比增长 45%；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139 家，同

比增长 34%；挖掘高校院所待转化优秀项目 150 余项，全年

专利申请量超过 4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6200 件，完成技术

交易额 460 亿元，创历史新高。

西安高新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设立专项资金 激励科技创新
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动能

澎湃，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都是我们年

轻人干事创业的大舞台。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我是一名“老兵”。回

首 6 年多 3 次主动申请驻村扶贫、先后担任两

个贫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过程，感慨良多。

2011 年 7 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

业，作为广西定向选调生回到家乡——革命老

区百色，在市委组织部工作。2014 年 3 月，得知

国家级贫困县凌云县下甲镇加西村需要一名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我主动报了名。

一到村里，我就抓紧走访各屯。我了解

到，在离村部很远的三台屯，瑶族同胞迫切盼

望能修一条通到寨子的公路。我抓紧向上级

申请项目经费，协调建设用地，半年后，公路破

土动工。路终于通了，村民们出行不再困难，

山里的产品运出山外也更加便利了。

2015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到三台屯召开

群众会议，发动大家发展油茶产业，散会已经是

晚上 10 点。回程车开到半路，我发现后面跟着

一辆摩托车，原来，是村民在默默地护送我。深

冬寒夜的那束车灯，深深地温暖着我的心。

2015 年下半年，我挂职任期满了，可以回

市里工作了，但当时我才刚刚理顺村里的情

况，很多产业规划也刚刚铺开，加西村还没有

脱贫，我放不下村民。于是我主动申请留任，

再干两年。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

帮扶贫困群众……2017 年加西村成功脱贫摘

帽。本该回家和妻儿团聚，但我却有了新想法，

我想向组织申请，到另一个未脱贫村去，把我帮

扶脱贫的经验用起来，去更艰苦的地方啃更硬

的骨头，带领更多的群众走向美好的生活。

就这样，2018年，我来到了凌云县加尤镇案

相村，开始了第三任驻村生涯。现在，案相村林

下养鸡产业每年出栏 13万羽，产值达到 1000万

元，案相村成为凌云县发展典型示范村。

案相村脱贫后，由于职务变动，我离开了

村子，但内心对乡村的牵挂从来不曾改变。如

今，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我们阔

步行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将继续脚踏实

地，为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不断奋斗。

（作者为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本报记者李纵整理）

驻村实干 助农增收
苏勇力

在我家乡的村子前，有一条大河蜿蜒流

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颤颤巍巍的小木

桥，到粗糙厚重的石拱桥，再到简洁大气的钢

筋混凝土大桥，家乡三代人用勤劳和智慧搭起

一座座桥。桥的变迁，印证着祖国前行的铿锵

步伐。

童年时代，我的家乡是贫穷的，为了摆脱

贫困，桥一定要修。枯水季节，村民们站在搭

起的毛竹架子上，喊着震天的号子，抡着铁锤，

一下下连续击打，将碗口一样大、漆好桐油的

粗木尖柱牢牢地楔入水底深土中。木架被铁

丝扎牢，铺上钉实的木板，一座土法自建的木

桥，连通了村内村外。

后来，饱经风雨的木桥渐渐苍老斑驳，露

出筋骨。行人走在上面，木桥显然有些吃劲，

晃 悠 悠 的 令 人 揪 心 。 1984 年 ，我 正 读 高 中 。

那年，老木桥架不住夏季山洪的冲击，顷刻间

坍塌。之后，大木盆成了摆渡学生上学的工

具。老村长心疼，下决心要建一座不易腐烂、

不会被冲垮的石桥。

说干就干，打围堰，抽干水，大石块、沙子

和水泥从远处运来，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响，奔

波在路上。乡间的能工巧匠昼夜抢工，堆砌勾

缝，填土试验，整整一个月，宽 2 米的石拱桥架

了起来。相比木桥，它结实耐用得多。

这一年，远方的讯息、南方的香蕉、流行的

服 饰 等 ，纷 纷 进 入 了 乡 村 ，丰 富 了 人 们 的 生

活。村里的土特产，也走了出去，走进城市的

百姓家。后来，我也通过石拱桥走出了乡村，

踏上了外地求学之路。

世纪之初，我回乡看望母亲，村前的石拱

桥不见了，一架宽阔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连接

着村庄与平整的柏油马路。大桥的栏杆，在阳

光下熠熠发光；两尊半人高的石狮，威严地蹲

守桥体两端。如今，像这样美观结实的桥梁，

家乡还有许多。家乡的桥，不仅连接着四通八

达的路，也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

白天有花香，夜晚有路灯；忙时田间地头

有机器，闲时乡村大舞台节目丰富多彩……随

着桥梁越建越好，村庄越变越美，百姓生活也

越来越富足。

短短几十载，家乡桥梁的变迁见证着乡村

振兴的步伐，也见证着家乡人民蒸蒸日上的幸

福小康生活。

（作者为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头中学

教师）

家乡桥梁 见证变迁
孙邦明

本版责编：唐露薇 臧春蕾 张子扬

日前，冬奥会北京延庆赛区举行直升机全流程

全要素医疗救援实战演练。1 架 H155 救援型直升

机、1 架 H135 医疗型直升机和配套机组、医护、直升

机调度及相关管理人员 20 余人，开展了雪道救援对

接、运动员医疗站对接、机坪对接、定点医院对接、

航线建立及安全救援等训练。

图为直升机模拟将受伤人员吊上飞机运往医

疗方舱进行救治。

曹博远摄（影像中国）

医疗演练
保障冬奥

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北侧的一片露天空地上，一个个 600 平方米大

小、铺满“砂石”的池子引人注目。这些用于

净化水质的“砂石”是建筑垃圾经过处理后得

到的再生滤料，主要来源于海淀苏家坨、海淀

四季青和昌平沙河三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项目，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总用量超过 6万吨。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近年来，北京市下大力气促进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和循环利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

见》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将弃土以工程回填、

矿坑修复、土地平整、绿化覆盖等方式实施利

用，弃料及其他废弃物通过再加工形成再生

产品，同时大力化解再生产品推广使用难题，

打通建筑垃圾变废为宝的“最后一公里”。

运输方式更绿色

1.2万辆渣土车用上新科技

渣土车噪音大、多拉快跑，粉尘多、乱卸

乱放，曾经是人们对建筑垃圾处理的普遍“初

印象”。而在位于北京西北六环的海淀区海

绿运运输公司，“零事故、零违章”的醒目标语

旁 ，一 排 排 新 投 入 使 用 的 绿 色 渣 土 车 整 装

待发。

这批渣土车是纯电动运输车，续航里程可

达 280公里，完全能够替代传统燃油渣土车，可

实现行驶中零污染、零排放和低噪音。驾驶舱

中部还有一套指纹识别系统，驾驶员在启动汽

车前必须进行指纹识别或人脸识别，如果不是

司机本人驾驶，车辆就不会启动。

“如果司机没有按照规定线路行驶，车辆

就会被锁定，无法倾倒渣土，这样就可以对渣

土车进行闭环管理。”该公司总经理吴宪介

绍。随着绿色运输车队的组建，偷倒渣土的

痼疾得到根治。

“ 黑 科 技 ”要 发 挥 作 用 ，离 不 开 机 制 创

新。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各区政府是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责任主体。海淀区

通过特许经营方式组建“绿色运输主力军”，

积极探索拆、运分家新模式，切断拆除与运输

环节的利益联系，遏制渣土违规运输和非法

倾倒乱象。记者在海绿运公司了解到，驾驶

员本人不直接参与经营，公司对他们的考核

也更加注重安全和“环境友好”，避免违规车

辆上路运行。

截至目前，全市取得建筑垃圾准运许可

的 1.2 万余部车辆均加装了车载监控装置，数

据上传到“北京市建筑垃圾车辆运输管理系

统”，城管执法、公安交管和交通运管等部门

利用该平台，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监管。同

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全市各类施工工

地门前，安装了车牌识别装置，方便施工单位

判别渣土车真伪，严防“黑车”进出。

处置利用更规范

处理能力每年近 8000万吨

在苏家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现

场，建筑垃圾被运到这里进行破碎、筛选，生

成高品质再生骨料，生产各类再生产品，达到

将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的目

的，资源化利用率可达 95%。

该项目负责人尹福恒介绍，再生骨料按

照一定级配搅拌和碾压后具有较高地基承载

力，可直接应用于软弱地基、竖井回填、路基

垫层、水处理、场地抑尘等工程；还可以部分

或者全部替代天然骨料，生产再生无机混合

料、再生砖、再生混凝土等产品。

相对而言，废弃混凝土生成的再生骨料

由于强度高、生产成本低，颇受市场青睐。而

砖混类建筑垃圾由于强度相对较弱，附加值

较低，处置企业在“精料”充足的情况下是不

愿意接收的。为此，北京市实施处置费用阶

梯价格，解决公司“挑食”问题。

记者了解到，苏家坨项目建筑垃圾处理

的收入达到每吨 52.4 元，其中垃圾产生单位

缴纳 30 元，政府财政再补贴 22.4 元。“整体上

看，收入能够覆盖处理成本，企业能够在微利

的状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尹福恒表示。

同时，为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

发展，北京市住建、经信、发改等部门将建筑

垃 圾 资 源 化 处 置 列 为“ 废 弃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业”，给予相关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增项，确保

处置费用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北京市还

大力推进“N+X”模式，“N”即固定式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工厂，列入市政基础设施和环

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确保项目用地、环评、

稳评等手续畅通；“X”即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

施，主要用于解决集中产生的拆除垃圾。截

至目前，北京市共设置固定设施 5 处、临时设

施 86 处，设计资源化处置能力接近每年 8000
万吨。同时，还设有建筑垃圾填埋场 13 处，弃

土利用点 300余处，用于收纳利用工程弃土。

产品销路更广泛

建筑垃圾再生品已售 1亿吨

在永定河京西流域，建筑垃圾经过处理

后得到的再生滤料，作为水质净化的重要载

体 ，每 天 大 约 可 净 化 处 理 再 生 水 6 万 立 方

米。和天然填料相比，再生滤料成本更低，净

化效果也不逊色。

再生产品的推广利用是建筑垃圾治理最

后一环，也是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发挥“城市

矿产”作用的关键步骤。2020 年，北京市建

筑垃圾产生量 1.47 亿吨，采取弃土利用或资

源化处置方式共处置建筑垃圾 1.26 亿吨，进

入填埋场 2148 万吨，资源化处置率达 85%以

上，再生产品广泛应用于交通道路、园林绿

化、河道治理等工程中。

但是，目前建筑垃圾的再生产品认可度

仍然有待提高，一些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以及监理单位习惯于用天然材料，对使用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仍有顾虑。

为解决产品销路和推广应用，破解应用

“最后一公里”难题，北京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相关部门将再生产品使用列入政府投资项目

立项申报审查，并要求市级绿化项目按照每

亩 500 吨的比例使用再生产品；住建部门出

台了再生产品适用标准和工程使用部位名

录 ，明 确 了 各 类 再 生 产 品 的 适 用 标 准 。 自

2018 年以来，北京市共生产各类建筑垃圾再

生产品 1.2 亿吨，已销售使用 1 亿吨。随着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相信

越来越多的建筑废弃物将被“点石成金”、变

废为宝。

2020年北京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率达 85%以上

建筑废弃物 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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