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 集
建筑垃圾集中收集设施与小

区同步规划建设，确保建筑垃圾应
收尽收

走进龙德花园小区，见一户人家阳台上围着

装修用的绿色防尘网，记者请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与业主电话沟通后，敲门进屋。

“ 哐 哐 哐 ……”屋 内 4 名 工 人 锤 的 锤 、铲 的

铲，忙个不停。

“按照物业管理要求，建筑垃圾要入袋清运。”

装修师傅蒋元明撑开一个塑料编织袋，工友们将

石膏板、砖块等装入袋中，“每天至少要装 80袋。”

“我们区常住人口超过 170万，是人口流入大

区，房屋买卖多、装修多。特别是 2014年前后的三

四年间，全区每年有好几万户居民装修房屋，建筑垃

圾偷倒乱倒现象严重，群众反映突出。”武进区城市

管理局局长薛健峰说，“那时城管局设立专班，哪儿

有投诉就去哪儿清运，每年为此支出 300多万元。”

问题怎么解决？继续专班治理，只堵不疏，治

标不治本。采用传统的填埋处置方式，损害生态环

境，侵占土地资源。薛健峰说，近年来武进区转变思

路，坚持疏堵结合，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

在居民小区设置建筑垃圾集中收集点，是推

动资源化利用的第一步。记者与蒋元明一同推着

小车，来到龙德花园小区西北角的集中收集点——

一座占地 80 平方米、高约 5 米的房屋式建筑。中

间一条上坡道，从门外通往屋内“二楼”的垃圾投

放点。投放点两侧各有一条下坡道，分别通往一

处下沉式坑位，每处坑位中放着一个 4 米长、2 米

宽、1.5 米高的箱体式垃圾桶。

蒋元明推车上坡，再将车稍稍前倾，“咚咚”几

声，垃圾落入“一楼”的箱体式垃圾桶。“过去还有

人往里倒别的垃圾，现在都很自觉。”一旁的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王艳科告诉记者，物业公司会不时

安排人员到收集点指导居民精准投放建筑垃圾。

“ 龙 德 花 园 小 区 的 集 中 收 集 点 已 是 3.0 版

本。”小区物业负责人孔莉拿出一沓老照片介绍：

起初，包括龙德花园小区在内，武进区有少部分

小区划出露天空地，用于临时堆放建筑垃圾，“这

比完全没有规划强。但不能风吹雨淋，否则就会

垃圾遍地、污水横流”；2017 年，龙德花园小区建

成房屋式集中收集点，建筑垃圾不再露天堆放；

2019 年，小区在武进区率先设置箱体式收集点，

房屋式建筑、坡道设计搭配箱体式垃圾桶，让建

筑垃圾既不露天也不落地，避免二次装运产生扬

尘和噪声污染，同时提升土地空间利用率。

“收集点的很多设计细节，是城管部门和物业

工作人员一次次精心测量调整得来的。”孔莉说，

箱体式收集点的最大特点是有“上下坡”和“两层

楼”，“上下坡的坡道均为 15 度倾斜，让人推车不

累。‘两层楼’形成高差，工人把车停在‘二楼’卡缝

处，只需微微一倾，垃圾就顺势落下，省力顺手。”

2022年，武进区明确，建筑垃圾集中收集设施

需与小区同步规划建设，建成后由物业公司或社区

居委会负责场所管理，确保建筑垃圾应收尽收。武

进区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建筑垃圾监管

科副科长徐逸伟介绍：“目前，城区 158个居民小区

中，除了 8个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小区采取‘灵活堆

放+日产日清’的方式收集外，其余小区已全部建

成建筑垃圾收集点，其中 130个小区采用房屋式收

集点，20个新建小区设置箱体式收集点。下一步，

全区将逐步推广箱体式收集点建设模式。”

还有人偷倒乱倒怎么办？“坚持疏堵结合。

一方面持续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对桥洞下、

‘断头路’等 10 多处偷倒乱倒高发地段，采取加

高护栏、修补绿化带、安装摄像头等措施，开展错

时巡查、定点蹲守。另一方面向小区物业和装修

业主发放宣传册，宣传推广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徐逸伟说，相较 2016年，如今，武进区主次干道周

边出现的偷倒乱倒建筑垃圾数量减少九成以上。

运 输
全 过 程 实 施“ 六 统 一 、两 必

须”，将建筑垃圾“原封不动”送往
终端处置企业

上午 9 时 40 分，一辆安装着顶灯、醒目位置

印有公司名称和警示标志的运输车，载着一个橙

色的箱体驶入龙德花园小区。

“倒车，请注意……”伴随着提示音，常州源智

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驾驶员周小峰将车厢倒进建筑

垃圾收集点，停在一处空坑位前。随后，他熟练地

操控机械臂，把空箱体放入坑位。接着，他将车倒

至另一处坑位前，再次操控机械臂，把这一处装满

垃圾的箱体拖拽上车。

坐进驾驶室，记者准备跟着周小峰前往建筑

垃圾终端处置企业。“我负责 3 个小区的建筑垃

圾清运。装修户数多的时候，每个小区每天清运

两三趟，少的时候两三天清运一趟。”上车后，周

小峰拿出遥控器，按键放下车顶篷布，严严实实

地盖住箱体，防止垃圾半路撒落——车后方的情

形，通过驾驶室内的整车高清摄像屏一览无余。

“出发了！”车辆驶出小区前，周小峰向门口保

安打招呼。对方拿出一张单据，两人先后签字，上

面记录着公司名称、车牌号、时间等信息。

“这是结算凭据。”周小峰说，按照惯例，业主

根据房屋装修面积、预计产生垃圾量等进行测

算，并向小区物业缴纳建筑垃圾清运费，物业再

选聘运输企业清运，按趟次结算费用，“垃圾运出

小区，物业就会向我所在的公司结算运输费用。”

接下来，这批建筑垃圾将被“原封不动”送往

终端处置企业。

如今的“原封不动”来之不易。“有段时间，运

出小区和送进企业的垃圾量经常对不上。一路

倒查发现，有人半路上将价值相对较高的建筑垃

圾分运到了‘散乱污’小作坊，以赚取更高利润。

留给终端处置企业的，都是些不好利用的‘纯垃

圾’。”武进区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办公

室副主任潘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正规回收处

置企业“吃不饱、吃不好”，得不到健康发展。

如何堵住运输环节漏洞？武进区逐步探索形

成“六统一、两必须”管理模式：运输车辆统一安装

顶灯、统一公司标识、统一警示标识、统一放大号

牌、统一安装定位系统、统一密闭装置；必须按照指

定时间、路线行驶，必须运往指定的回收处置企业。

“我们从武进城区中心开到西郊，途经虹北路

等多条道路，到达江苏绿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和公司”），全程近 10 公里，约需 30 分

钟。”在车上，周小峰将交警部门开具的《通行线路

单》和城管部门开具的《建筑垃圾处置证》递给记者

看，两张证件都分别标明了车号、起止地点、通行时

间、通行线路等信息，以便相关部门抽查监管。“‘一

单一证’齐全，车辆才能上路运营。”周小峰说。

一路行驶畅通，背后大有讲究。常州市公安

局武进分局交警大队交通指挥中心中队长黄志鹏

介绍，时间避开早晚高峰，路线尽量绕开学校、医

院、商业综合体附近，“保障安全，兼顾效率。”

假如不按线路、时间行驶呢？周小峰指了指驾

驶室内的北斗定位系统说：“在不该停的地方停留超

过 1分钟，城管队员就会知道。”潘铖打开手机上的

“天熠移动在线查车”客户端，全区正在运行中的

运输车辆信息一目了然，还能回看它们的行驶路

线、停留时间，“下一步，我们将在所有运输车上加装

传感器，记录每次重量变化。如果行驶途中出现较

大重量波动等情况，系统将自动报警，锁定车辆。”

被发现有违规行为怎么办？“《建筑垃圾处置

证》采取弹性许可制度。”潘铖介绍，诚信经营的运

输车辆每月只需开具一次证件，如果被发现有跑

冒滴漏、满溢超载等违规行为，车辆运营者需每

周、每几天到城管部门开具处置证并接受规范

化管理培训，不符合运营资质的将被拒开证件、

要求退出市场，“至今，全区共有 3 家企业、16 辆

车因严重违规先后被取消资质、退出市场。”

10 时许，运输车驶入绿和公司，周小峰把车

开到电子地磅称重，“12.55 吨”——喇叭报出这

辆车和建筑垃圾的总重量。

开始卸货后，绿和公司约 2000平方米的室内堆

场上，自动喷淋系统根据空气中的粉尘情况定时喷

淋降尘，大型机械手臂对新运来的建筑垃圾进行预

分拣——超过60厘米的超大件及塑料编织袋等易成

团的轻质物，因可能损坏机器，被挑出来放到一边。

卸完货，周小峰驾车再次通过地磅，喇叭报出

车辆重量：5.05吨。趁着洗车的时段，周小峰来到

地磅计量窗口，与绿和公司的计量员、城管部门的

驻厂验收员一起，在标注了车号、发货收货单位、

运输单位以及货物种类、货物净重 7.5吨等信息的

单据上签字。之后，周小峰登上清洗一新的运输

车，将出空的箱体运回龙德花园小区。

处 置
智能分拣、分类处置，推动实

现节本增效、环保达标

一条输送皮带，连通绿和公司 2000 平方米

的堆场与 3000 平方米的分拣处置车间，车间每

天分拣处置约 500 吨装修垃圾。

机器轰鸣、砖石碰撞，沿着输送皮带，最先看

到黄色挖机一斗一斗地向喂料机里上料。

“喂料机的内部构造像一个漏斗，保障给料匀

速、稳定。”绿和公司副总经理金阳带着记者走上约

5米高的廊道，可见装修垃圾从喂料机里“吐出”，再

随着皮带升至 6米高，进入蓝色的大滚筒筛。

滚筒筛不停地滚动、筛选，其底部不同尺寸

的孔径，将装修垃圾分为小、中、大三种，分别掉

落到对应的传送带上，被送往三个不同方向。

走进车间，小粒径垃圾分拣线映入眼帘。经二

次分拣，小粒径垃圾又被细分成两类。一类更小，直

接落入料仓中，堆得像个高高的谷堆，等待用来制

砖；一类略大，能被鼓风机吹起来的木屑等轻质物，

将被用于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余下的则进入“等

待区”，经破碎后用于生产混凝土再生骨料。

中粒径垃圾输往人工分拣线。分拣线前端，

磁选机吸出铁制品、旧金属等进行回收；分拣线

后端，两组工人分别挑出多种轻质物，剩下的同

样进入“等待区”，将被进一步破碎、利用。

大 粒 径 垃 圾 中 的 轻 质 物 通 过“ 风 选 ”被 剔

除，余下的进入人工智能分拣线——6 个机械手

挥舞其间，将来料夹到对应的“塑料”“金属”等不

同料仓中，分类处置。“分拣线上的红外传感器等

设备，依据外形、材质、颜色、体积等维度，能识别

并精准抓取 14 种类型的装修垃圾。”金阳说。

除了装修垃圾，武进区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

产生的拆除垃圾等也源源不断被运到绿和公司，

进入拆除垃圾分拣线。

金阳介绍，根据常州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建筑垃圾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跟分散在小区中的装修

垃圾相比，拆除垃圾量大集中、组成单一、残值较

高。”金阳说，“在武进区，装修垃圾运输由装修业

主付费、市场化公司清运，处置费用由政府按相

关规定给予企业一定补贴。城市更新改造过程

中形成的拆除垃圾，则由政府委托城管部门招

标，将运输费和处置费合计打包，向收处企业购

买服务，纳入更新改造成本。”

为精打细算、降本增效，拆除垃圾回收产线

也能搬到工地上。在江苏理工大学新校区的一

处工地上，各种砖混垃圾堆成 10 米多高的“垃圾

山”，表面覆有防尘网，四周设有围栏。雾炮车从

侧面降尘，两台自带喷淋设备的移动式建筑垃圾

破碎机协同作业，将现场的混凝土块打碎后形成

骨料，再传送到蓝色的筛分机中。

“移动式设备更灵活，可开到施工工地，实现

建筑垃圾就地处置和再生利用。”现场项目负责

人、绿和公司生产主管许美杰指着筛分机的 3 个

“嘴巴”说，“不同的‘嘴巴’吐出不同大小的骨

料。细骨料是制砖的半成品，中骨料可就地用于

铺设工地便道，粗骨料会再次进入破碎机，直至

达到可利用的标准。”

许美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眼前这座 2万多吨

的“垃圾山”，如果拉到 15公里外的厂区处置，光运

费就超过 30万元。经过在工地现场分拣、初步处

置，细骨料拉回公司就是半成品，运费下降 2/3，还
能节省厂区堆放点占用的土地资源。

现场处置，能否做到环保达标、无害处理？“雾

炮车、自动喷淋、洒水车等都工作正常。”工地上，刚

刚完成现场检查的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武进分局城区所所长赵春生告诉记者。他打开

手机里的“常州市大气监测立体组网平台”软件，查

看自动生成的颗粒物激光雷达监测报告，显示这处

工地周边为一片绿色，未出现污染点和污染团。

“相比装修垃圾，拆除垃圾量大、运输成本

高，只要降尘、遮盖等环保措施执行到位，在工地

现场分拣处置更好。”赵春生说，“我们会定期到

施工工地、处置企业抽查扬尘排放量等是否达

标、环保措施是否到位。”

2021 年以来，绿和公司每年回收处置武进区

及周边的建筑垃圾 190 万吨。“经测算，这相当于

每年减少开采天然砂石 50 万吨、节约填埋土地

100 亩、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5 万吨。”金阳说。

利 用
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推动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全产业链加速形成

在新孟河武进区嘉泽镇三星村段，大片“工”

字形护坡砖铺满两岸坡道。作为引江济太调水

工程的重要通道，新孟河在 2020 年通水后，这批

护坡砖已经历 4 次汛期，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

岸坡塌陷。“这些砖石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再生

产品。”绿和公司董事长薛斌说。

为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2013 年武进区

专门成立了国有控股的绿和公司。“在这之前，我们

曾引导相关市场化企业开展建筑垃圾回收处置，但

企业积极性不高。”武进区副区长张征宇说，“不少

企业担心建筑垃圾回收工作开展不起来，导致垃圾

回收量有限，企业‘吃不饱’。又觉得再生产品生产

工艺尚不成熟、生产成本较高，市场价格优势不明

显，容易造成产品滞销、‘消化不良’。”

“这些年，为帮助绿和公司打开市场销路、推

广再生产品应用，区里的人行步道、休闲广场建

设等项目，很多都使用了他们生产的再生产品。”

张征宇介绍，“特别是 2015 年建成的绿色建筑博

览园，大量使用了绿和公司生产的再生透水砖、

透水混凝土等多种产品，帮企业打响了知名度。”

如今，绿和公司的订单越来越多，透水砖、预

拌混凝土等 20 种再生建材产品，在许多城市的

河道、人行步道等建设中得到应用。

产品畅销，离不开政策支持。近年来，武进区

印发《关于推广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的意见

（试行）》等，鼓励推广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应

用。拿出这份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等

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薛斌指着相关条文说：

“文件提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优先选用再生产品，

非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按工程量选用一定比例再生产

品。这些政策支持我们回收处置企业发展壮大。”

产品畅销，更靠企业创新。近年来，绿和公

司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等

深化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已取得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等近 50 项，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5 种，

先后制定相关企业标准 300 余项。

“依靠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充分参与市场

竞争，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薛斌介绍，公

司参与新孟河生态坡道建设项目竞标时，之所以

能在 12 家企业中胜出，既靠再生建材的特色和

价格优势，也靠产品质量、供应能力等方面过硬，

“2021 年起我们公司实现扭亏为盈，2023 年销售

收入超过 1.6 亿元，实现利润 2300 多万元。”

“我们将持续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主导，让建

筑垃圾回收处置企业能够活下来、发展好，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参与，推动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置、

利用全产业链加速形成。”张征宇表示。

图图①①：：运输车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龙德花园运输车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龙德花园

小区建筑垃圾集中收集点清运垃圾小区建筑垃圾集中收集点清运垃圾。。

图图②②：：绿和公司工人分拣处置建筑垃圾绿和公司工人分拣处置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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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绿和公司制砖车间一角绿和公司制砖车间一角。。 邹佳颖邹佳颖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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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源头收集强化源头收集、、道路运输和末端处理监管道路运输和末端处理监管，，江苏常江苏常州市州市武进区建武进区建筑筑垃圾资源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约利用率达到约9595%%。。近日近日，，记者跟访记者跟访——

看一车建筑垃看一车建筑垃圾圾如何资如何资源化利用源化利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姚雪青雪青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2024年 4月 19日 星期五 1313

小区里，十几户居民家正在装修，楼下
公共区域却未见堆放建筑垃圾。这是记者
日前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龙德花园小区采
访时见到的一幕。

建筑垃圾去哪儿了？从居民家中一路
跟访发现，各家的装修工人将建筑垃圾打
包好，送至小区内的建筑垃圾集中收集点，
再由专门的运输车定期运往终端处置企业
进行分拣、破碎、回收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
体系。今年 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提
出“以废弃物精细管理、有效回收、高效利
用为路径”“加快构建覆盖全面、运转高效、
规范有序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2011年 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为武进

区授牌，在此设立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
区，“建筑的拆除及资源化利用”是其示
范推广的重要方面。 10 多年来，武进区
逐步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建
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模式，强化源头收集、
道路运输和末端处理监管，推动建筑垃
圾收集、运输、处置、利用全产业链加速
形成。

2021年 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

国城市建筑垃圾工作视频现场会，以视频
连线方式观摩了常州市建筑垃圾前端分类
投放收集、中端转运、末端资源化利用工
作。观摩点就在武进区。

截至 2023 年底，武进区累计资源化处
置建筑垃圾 694.44 万吨，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约 95%，其再生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交
通、水利工程、厂房建设等领域，实现了建
筑垃圾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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