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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生活垃圾“零填埋”正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全国各
地探索生活垃圾“零填埋”的经
验模式中，江西省各方同心，通
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和相
关创新运营模式，基本实现全
省生活垃圾“零填埋”，焚烧设
施建设全国领先。

数据显示，江西省已建成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42座，
设计处理能力3.6万吨/日，设
计日发电量1200万度，总投资
200亿元。全省焚烧设施设计
日处理能力已超过生活垃圾日
清运量（2.80万吨/日）。

“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生活垃圾焚烧‘零填埋’，就是
期望为江西省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
样板’提供多方面保障。”江西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
处处长汪源林说。

城市“心病”
垃圾填埋场“人人嫌”

一座城市每天难免产生数
量庞大的各类垃圾。早在上世
纪90年代，江西省各市为做好
城市生活垃圾的终端处理，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比如省会城
市南昌，曾投资约9980万元在
南昌经开区建设麦园垃圾填埋
场，于1997年投入使用。麦园
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
吨垃圾，设计使用年限31.5年，
采用传统的卫生填埋方式，承
担着南昌的城市生活垃圾填埋
处理责任。

随着南昌城市规模扩大、
人口增多、城乡环卫一体化逐
渐深入，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
数量亦不断增长。2012年后，
麦园垃圾填埋场日处理生活垃
圾已超过3000吨，其处理能力
严重滞后于垃圾产生的速度。

再加上传统填埋方式的局限
性，麦园垃圾填埋场只用了20
余年就处于饱和状态。

早年的技术条件限制也导
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出现。南昌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环境
卫生管理科科长张敏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垃圾填埋量不断
增加、填埋场作业面积不断增
大、后端设施处理能力不足等
问题诱发环境污染。特别是传
统填埋作业带来的渗滤液溢
流、异味扩散现象日益突出，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张敏回忆，当时麦园垃圾
填埋场里苍蝇、蚊虫随处可
见。特别是在雨季以及气压较
低、早晚温差较大等特殊天气
条件下，异味扩散更加明显。
周边3公里内有近10万居民默
默忍受冲天臭气；车辆驶经紧
邻该垃圾填埋场的南昌绕城高
速公路时，驾乘人员常不堪异
味侵扰，无论是什么天气，都不
得不紧关车窗。

麦园垃圾填埋场引发的相
关问题多年未得到有效解决。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8年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期
间，群众投诉该垃圾填埋场臭
味扰民问题尤其多。

实际上，江西省内类似的
城市“心病”并不局限于南昌
市，在赣州市、上饶市、宜春市
等地，群众对垃圾填埋引发的
环境问题均表达了急切盼望整
改的诉求。

“过去，填埋因能直接减少
垃圾体积，降低垃圾对人类、环
境的危害，所以长期受到欢
迎。但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
进，填埋场出现使用寿命低、数
量少、建设及运维成本高、占地
面积大等现实问题。再加上一
些填埋场管理模式老化、方式
不当，从而导致影响周围环境
和人们健康的现象不断出现。”
张敏说。

明确路径
高质效处置生活垃圾

在垃圾填埋方式已难以适
配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环境
下，垃圾“零填埋”相关技术应
运而生，逐步解决了垃圾填埋
场引发的各类问题。

张敏介绍，“零填埋”是通
过分类、回收和处理等方式，将
垃圾的填埋量降到最低，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填埋场的依
赖，同时节约资源和能源。这
种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实现垃
圾资源化的重要途径。

实现垃圾“零填埋”，江西
省各市选择了走“生活垃圾焚
烧再利用”这条路。具体怎么
做？先看麦园垃圾填埋场。

2018年，南昌市通过“四
建四改”方式，开始对麦园垃圾
填埋场实施综合整治。一段时
间里，麦园垃圾填埋场先后建
设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垃
圾填埋气发电厂、餐厨垃圾处
理厂以及渗滤液、浓缩液处理
厂，从固态、液态、气态三个维
度应对垃圾污染。先进的焚烧
技术实现了生活垃圾的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同时，有
关部门系统排查麦园垃圾填埋
场及周边环境问题，实施园区

“生活污水、雨洪水、渗滤液”三
水分离以及周边企业环境整治
等若干整改措施，排查整治了
100多个风险点。

效果如何？2021年底，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麦
园生活垃圾填埋场问题完成整
改并销号。曾经异味扰民的垃
圾填埋场被改造成南昌固废处
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
日处理量最高达3000吨，年发
电量达4.5亿度，每年减少碳排
放近20万吨。

再看宜春市万载县，有关
部门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周围安
装沼气收集装置，集中收集填

埋气并进行焚烧处置，不仅消
除了安全隐患，还减少有害气
体的外溢。

九江市开展生活垃圾焚
烧“零填埋”的成绩也较为突
出。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自 2020 年投入运营后，
服务范围覆盖城区及大部分
所辖县（市）。

据九江市生活垃圾分类处
置服务中心主任黄浩介绍，
2023年1月1日至11月30日，
九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累
计焚烧处置生活垃圾约78.16
万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始终保持在100%。

“我们把项目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炉渣作为原料资源，用
于成品砂和砖块的生产。”黄浩
说，“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蒸汽
则用于周边企业供热，让资源
和能源得到最大化综合利用，
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
效益的有效统一。”

据悉，九江市也是江西省
内率先实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向公众开放，并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
月赣州市崇义和寻乌两县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锅炉点火仪
式启动，标志着江西全省全境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目标全部
达成。

联动聚力
算好环保、经济两笔账

有分析认为，江西省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推动
全省实现“两个历史性转变”：
一是由占地多、资源化利用低、
污染持续时间长的填埋方式向
占地少、资源化利用率高、污染
持续时间短的焚烧发电方式转
变，二是由过去的生活垃圾“上
山下乡”向现在的生活垃圾进
城统一处理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活垃

圾焚烧设施建设工作，把建设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作为实现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的重要举措。”汪源林说，

“依法推进建设运行，如颁布
实施《江西省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旨在为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建设运行提供法治保
障；做好省域市域统筹规划，
加强检查指导督促和运行管
理等工作。”

汪源林还提到，整个生活
垃圾焚烧“零填埋”模式推行期
间，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就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我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作的
通知》《关于化解生活垃圾焚烧
设施建设运营“邻避”问题有关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并联合省
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印
发《关于加强城镇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厂运营监管的通知》等
文件，多环节推动生活垃圾“零
填埋”目标的实现。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算好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这笔‘环保
账’，加大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全链条管理体系建设，重点
完善收集运输系统，加快末端
分类设施建设。”汪源林说。

生活垃圾焚烧“零填埋”落
到具体层面，许多工作还需企
业实施。光大环保能源（九江）
有限公司综合运行部负责人王
建新在垃圾处理行业工作多
年，他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城
管和环保部门会对工厂的垃圾
焚烧处理作业进行实时监测，
确保生活垃圾“零填埋”工作稳
步推进。

王建新认为，政府算了一
笔不错的“经济账”。全面推行
生活垃圾焚烧“零填埋”，能够
实现生活垃圾再利用，减少资
源浪费，如绿色发电和区域供
热；生活垃圾焚烧还可带动相
关产业链发展，并为相关地区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图片由江
西省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提供）

江西省江西省：：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零填埋零填埋”” 环保效益上台阶环保效益上台阶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的麦园焚烧发电厂全景鸟瞰。

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的麦园焚烧发电厂全自动监控

室内，工作人员正进行日常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