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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斑澜的热带鱼，在花莲水泥厂边的
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幸福甜蜜的新人，竟然
在新北市的垃圾焚化发电厂喜结秦晋；依靠
碳捕捉技术，水泥业也可以实现“柳暗花
明”的转型，转进医美领域……一般人的眼
里，“冒烟才能生财”的水泥产业，一定是
碳排放甚至污染大户。不过在参观了刚刚度
过 70 岁生日的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台泥”） 后，这种传统观念该变变了。

变废为宝

台泥花莲和平厂，位于台湾东海岸，毗
邻浩瀚的太平洋。厂区周围，是密布的自然
保护区和生态公园。厂区海港码头里，鱼儿
成群结队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游弋。如果不
是看到褐黄色相间的菱形图腾般的高耸烟
囱，绝想不到这是一家水泥厂的厂区周边环
境。

台泥公司董事长辜成允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最新杰作——碳捕
捉和利用技术。囿于传统技术，水泥厂都是
碳排放大户，产生的最大宗垃圾为二氧化
碳。在地球渐渐“发烧”，温室效应日益显
现的当代，如何在传统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
上消减其副作用？

数年前，辜成允拜访台湾“工研院”，
双方合作在和平厂开发碳捕捉技术的钙回路
实验工厂。现场的“工研院”工作人员对记
者表示，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的技术原理，
是利用氧化钙与二氧化碳结合后，所产生的
碳酸钙再经过控制条件下的高温处理，将二

氧化碳释放出来，而剩余的物质又还原为氧
化钙，在吸放之间重复循环，达到捕获二氧
化碳的目的。经反覆多次循环，可将水泥厂
制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捕获90%以上，并
收集起来。

该技术的最大亮点是，捕获的二氧化碳
因为其洁净、高品质的特性，可做进一步产
业应用。台泥充分再利用这些捕获的“废
气”，开发微藻养殖技术，提炼化妆品常用
的重要原料——虾红素。变废为宝的同时，
台泥也借此跨界踏进医疗美容领域。

如今碳捕捉成本从最初每吨 130美元降
至约 60 美元，辜成允希望能将其降到 30 美
元以下，如此其商业价值将进入可规模化操
作的井喷期。“以后生产水泥可能就是一个
副业了，主业是碳捕捉，生产健康食品或是
化妆品的原料。”辜成允计划着。

趋之若鹜

在八里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碰到了一
场婚礼。熙熙攘攘的宾客们来来往往，一对
新人就在厂区的餐厅内接受人们的祝福。百
年好合与废物处理，总是怪怪的不搭。但现
实是，在这里举办婚礼是附近年轻人钟爱的
一种风潮。

由台泥集团旗下公司负责运营的这家垃
圾焚烧厂位于新北市，面朝着大海和港口，
工厂外观由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采用
了与卢浮宫金字塔类似的玻璃帷幕。垃圾日
处理量可达 1350 吨，占到新北市垃圾产生
量约四成；每小时发电 3.5 万千瓦时；各种

废气由袋式集尘器回收。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水泥

窑的方式处理生活生产废弃
物的样本。一是垃圾焚烧后
含重金属的灰渣可以和发电
厂的灰渣一样作为水泥生产
的原料，另一方面，水泥窑
温度高达 1800℃左右，足以
分解掉垃圾低温焚烧时产生
的二恶英，避免环境污染。

环保和健康永远是民众关注的重点。在
八里厂，垃圾焚烧后沉降在烟气净化系统及
烟囱底部的飞灰，被收集后通过密封的槽车
运到填埋场。污染物二恶英每个季度监测一
次，排放量比标准规定还要低一半。其他可实
时监测的污染物浓度，则在大门口显示屏上
显示，公众也可在网站上查询。

逛遍整个厂区，绝对没有一般垃圾处理
厂的异味甚至恶臭，装有玻璃帷幕的主体建
筑也有别于以往焚化厂给人阴暗、脏乱的刻
板印象，厂内的温水游泳池、环保梦工场、
婚礼宴会厅等，免费对外开放，则发挥了敦
亲睦邻的公益作用。商业属性、环保属性和
公益属性三合一，往往就会引领风气之先，
让崇尚环保理念的年轻人从心底里认可，不
但不会掩鼻而走，反而在解决终身大事来此
留影。

理念变身

“我们为什么要拿出钱来做碳捕捉的研
究与开发？”辜成允在接受采访时自我设问。

他说，台泥走过 70 年，有一个核心价
值与经营理念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环保是
责任、不是成本”。往深里说，“永续经营，
永续地球”，现实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唯一需
要考量的，要看企业的经营有没有影响到人
类的文明，“而人类的文明，跟三样东西的
持续供应相关——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
充足的粮食。”从现实看，“做好环保工作，
能降低原料的使用或增加产品的销售，从而
降低成本。”无论是碳捕捉，还是垃圾发
电，莫不是这种思路的彰显。

台泥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真正变身的转
折点，是在花莲和平厂。和平厂开“水泥、
发电、环保，三位一体，资源互补”之先
河，“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与一般在

“半山上凿洞裸露”开矿不同，和平厂在矿
区山上安装了三套竖井开采系统，矿石采出
后，就从山顶直落到山底部，再直接由输送
带运送到厂区内，整体开采流程无裸露且不

需要卡车运输，避免了扬尘和汽车尾气排放
问题。

这三个竖井共投入新台币37.5亿元，当
年对台泥来讲是一笔巨资。辜成允说，我们
还是坚持去做了，“环保是科学问题，没有
做不到的，只是看要花多大的代价。”这么
多年过去了，细算环保账，应该是不亏。如
今的台湾，环保产业蔚然成风，开始迎来循
环经济的时代。把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
物，放进下一个生产循环再利用，做成副产
品，成为驱动新成长的“第二曲线”。

台泥从单纯卖水泥的污染公司，逐渐跨
入环保、环保服务、保育的循环经济价值
链，辜成允承认，这条路很长，但理念和追
求绝对不会变。他也愿意把经验和教训与大
陆业者分享。辜成允认为，现在全球最新的
水泥生产线在大陆，如果有高瞻远瞩的规
划，企业严格执行，则大陆水泥业有能力成
为全世界最环保的“模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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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养是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一个概念，
指对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安慰的服务，后来
西方医疗机构称之为“姑息治疗”，日本称为“安
宁疗护”，香港称为“宁养服务”。1998年，李嘉
诚基金会捐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创建
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宁养院，并于 2001年推出“人
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目前，李嘉诚
基金会已在内地和香港兴建了 40多所宁养院，宁
养院提供上门服务，为病人进行阵痛治疗、心理
舒缓，并为家属做哀伤辅导。

据中新社报道，内地与香港的宁养机构近日
在广东汕头举行服务交流会，宁养机构负责人、
肿瘤科医生、舒缓治疗医师、资深护师、护士、
社工等与会。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资深
护师冼艳清表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
过程，让入住宁养院的癌症末期病患有尊严地度
过临终阶段，安慰家属的哀伤，是提供优质安老
服务的重要一环。 云南省德宏州宁养院护士长章
冰说，他们的宁养院是首家开设在偏远、贫穷、
少数民族地区、地州级医院的试点宁养院，她介
绍了适合当地的宁养疗护模式。

宁养的概念通过宁养院被内地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与认同，宁养院不仅是“生命尽头宁静的港
湾”，也成为医德、社工和义工的培训基地。

（邰文欣）

近日，香港出版新书 《大馆——中
央警署跨世纪档案》，作者就是曾在大馆
工作的警务人员，他以亲历亲闻带领读
者逛遍大馆，感受百年历史风云。

大馆，是香港中环一个有150多年历
史的建筑群，曾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法治
中心，包括“中区警署”、“中央警署”、
域多利监狱都曾设置于此。现在这组建
筑成为香港法定古迹，其维多利亚式和
希腊式建筑样貌传递着历史信息，石
柱、红砖墙、圆顶、锻铁护栏、木质楼
梯等，带人进入时光隧道。

据新书披露，在大馆之前，英军已
在附近山坡搭建了简陋监狱。1841年1月
26 日，英军登陆香港实行殖民统治，陆
军上尉威廉坚伟 （William Caine） 被任
命为总巡理府，集执法和司法权于一
身，拘捕、检控、审讯和惩处全由他定
夺。

在军法统治下，很多犯案不重的人
特别是华人都被重判，监狱人满为患，

于是兴建了香港第一所监狱，命名为中
央监狱，于 1841 年 8 月建成。后改名为
域多利监狱 （Victoria Prison）。

新书介绍了大馆的“酒杯底”文
化，当时大馆设警官餐厅，名为餐厅，
却是权力核心所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决
策，特别是人事安排均在此决定，警官
的前程也与在此地受欢迎的程度相关。
餐厅设酒吧，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警队
的高层一直都是外国人，酒吧也是他们
的天地，不少人几乎每天泡在这里，被
港人称为“大醉侠”。

香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立法严
禁酒驾，警队也推行“健康生活”，酒吧
不再红火。

警官餐厅很西化，可容纳百人，有
西餐和自助餐，每月都有一次“咖喱
餐”或其他形式的聚会专供会员。餐厅
在星期五晚上设有 “欢乐时光 （Happy
Hour） ”，免费供应香肠圈、炸洋葱圈、
咖喱角、三明治、芝士等，饮品和酒则

平摊，其实这是华人警员“资助”外籍
同事，因为华人警员喝得少而且早退
场，而外籍同事往往喝到天亮。后来

“欢乐时光”改变规则，晚 9 时前酒水平
摊，之后“自饮自签”。

香港最早的交通管理也始于大馆。
上世纪之前，香港的道路供牛车、马
车、轿子和人力车使用。1900 年前后，
路上才开始有汽车行驶，汽车打破了原
有的道路秩序，争路的情况开始出现，
香港警队便于1915年8月1日委任洋督察
嘉乐为交通警察，他也成了香港第一位
交警，同年 10 月又有 4 名印度籍警员和
一名中国籍警员被派为交通警察。现
在，香港专责交通的警察已由当年的6名
增至千人，年轻一辈的交警也许都不知
道那6名前辈的故事了。

如果您去香港，乘地铁在中环站下
车，出 D1站口，步行至威灵顿街转荷里
活道，就能见到大馆，在时尚之外，感
受香港的历史、建筑和文化。

到宜兰旅行，如果不选择住在民宿，
真的是一大遗憾。飞鸟小屋的阁楼、和盛
66 的水田、湖畔之森的一抹水、壮围张宅
的四合院、蜻蜓石的海天一色……都能让
人在异乡找到回家的感觉。

推开三星乡安农溪畔飞鸟小屋的小
门，满院子的绿意。走上楼梯，打开房间
木门，仿佛回到了乡下外婆家的童年时
代。清晨，沿着安农溪散步，一步步走到
乡间的宁静里。主人此时已准备好早餐，
有自制的面包和咖啡、红茶、水果，在满
室书香和静立一隅的钢琴、单车的陪伴下
用餐，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住在湖畔之森，晨昏日暮可独享整片
湖面，几只还没躲进芦苇丛的野鸭和你相
伴，每次离开，都会想着再来。礁溪的合
盛 36 弥漫着温泉水汽，礁溪街上的繁华喧
闹被关在了门外，可一个人独享礁溪大澡
堂文化。而合盛 66 民宿则在头城的水田中
央，“我们坚持每天只接一组客人，给好友
一个完整的空间，有家的感觉”，主人律莹
说。

头城山上的蜻蜓石民宿是歌手蔡琴的
私藏景点，一去再去。她带着自己的团队
成员到蜻蜓石度假，半夜荡秋千看月亮，

晚上舍不得睡觉，自己一个人去散步。从
头城镇转武营路，5公里山路，一路上尽情
呼吸山林花草的芬芳，远眺龟山岛太平洋
的辽阔，蜻蜓石民宿遥遥在望，心情已经
舒展开，“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
飞”。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昆虫学系
名誉教授石正人，10 几年前带着学生到附
近采集昆虫做标本，一到此地就“感觉到
说不出来的舒服”，于是有了退休后和太太
张圣洁到这里男耕女织的梦想。12 公顷的
土地，自己在A3纸上画好设计图，再用12
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图纸变成现实，就有
了这家民宿。

“来这里可以解放视觉，解放思想，解
放心灵，”张圣洁说。

壮围张宅低调地隐匿在田边，四合院
的建筑，贴近土地。“我要盖我要住的房
子”，主人张亮说：“盖房子要盖好宅，而
不是豪宅。”

宜兰被称为台湾的民宿之乡，合法民
宿牌照已经发了 3000 多张。宜兰的民宿，
先满足了民宿主人的生活梦想，又把这些
梦想分享给了萍水相逢的旅人。

梦想生活，远离世俗的羁绊。哪怕只
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也好。

台泥花莲和平厂厂区台泥花莲和平厂厂区

住的不是民宿
是梦想

叶青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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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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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球的尽头——南北极特展》在位于杭州的浙江自然
博物馆举行，展览由浙江自然博物馆和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共同
举办，吸引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了解极地科考的成果。

龙 巍摄

两岸携手说南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