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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见习记者韦夏妮 通讯员欧亮北海报
道 广西北海市市民近日来到北海市红坎污水
处理厂，近距离体验污水处理的神奇之变。

“刚进来的污水是什么样的，能看到吗？”一
位参观者好奇地问道。工作人员在一个矿泉水
瓶中装入采集到的污水样本，只见瓶中水呈浑
浊的灰黄色，同时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与净化后
的水形成鲜明对比。

工作人员紧接着介绍，从污水管网进来的
污水要通过明渠进入粗格栅，去除较大杂质，然
后进入水泵房，通过旋流沉沙池，去除污水中的
沙 质 ，再 进 入 细 格 栅 ，进 一 步 去 除 污 水 中 的
杂质。

在脱水车间，市民看到两辆卡车正在等着
运污泥。“我们增加了板框压滤的污泥深度处置
工艺，使污泥脱水后含水率降到 60%以下。”

北海市红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北海
市第一家从事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营的国有企业，“提升污水处理厂尾水污染物的
去除率，有利于改善全市整体水环境、提升近岸
海域水质。”相关负责人介绍，排放标准提高后，
北海市区污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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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刘萍
见习记者李苑

“不敢相信这里居然是石化
企业污水处理厂。”在某化纤公
司水务中心生态塘边，来自南京
师范大学的任威威对着池塘里
盛开的大朵荷花和鱼群发出感
叹。池塘里的水正是企业回用
的中水。

暑假伊始，江苏省环保宣教
中心联合中石化驻苏企业，开展
面向江苏高校环保社团的专题
公众开放活动，一起去长江沿岸
的石油化工企业调研，看看它们
的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做得怎
么样。

收到活动通知后，高校社团
交流群里炸开了锅：“长江沿岸
的 化 工 企 业 是 如 何 处 理 污 水
的？”“油气回收装置真的有用
吗？”一位同学的留言更是直接：
听到“化工”二字，就感觉“味道
刺鼻，污水横流”。

然而 ，经 过 两 天 对 石 化 行
业全产业链实地探访后，大学
生 们 都 有 了 全 新 的 认 识 ：“ 原
来 除 了 汽 油 柴 油 ，我 们 的 衣
服、牙刷、杯子，都是石化企业
生产的。”“没想到化工厂里竟
然没味道。”

油气回收每年可为
20万辆车加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原来在加油站加油，总是能闻到
强烈的汽油味，但是现在几乎闻
不到，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在一
家石化公司的油库，工作人员向
现场的大学生提问。

“因为有油气回收设备将汽
油挥发的气体进行收集。”这既
可防止油气挥发造成的大气污
染，又能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原
来，加油站回收后的油气被存储
在油罐内，随送油的车再运回油
库，然后由这台装置将油气重新

“变回”油。
据 了 解 ，自 2013 年 实 施 油

气回收改造以来，每年回收的汽
油量可加满 20 万辆汽车油箱。
遍布城市乡村各处的加油站，除
了加装油气回收装置，还有一个
看不到的环保改变：地下储油罐
由单层变为双层，通过防渗漏在

线检测系统随时监控，最大程度
防止油品渗漏。

不让一滴水未经处
理排入长江

某石化公司的 8 号码头在
长江边上，抬眼即是长江四桥，
沿江一公里多的岸线，会不会有
污水直接排入长江？

公司 工 作 人 员 说 ，企 业 全
面 梳 理 了 所 有 污 水 、雨 水 排
口 ，要 求 码 头 生 活 污 水 、雨 水
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严禁一
滴 水 未 经 处 理 排 入 长 江 。 同
时 通 过 源 头 减 排 、过 程 管 控 、
末端治理环节，最大限度增加
污水回用，2018 年工业水重复
利 用 率 达 97.8% 。 目 前 ，公 司
九 成 的 产 品 都 已 通 过 管 道 向
外 输 送 ，利 用 尾 气 治 理 装 置 ，
将码头装卸对环境的影响降到
最低。

服装牙刷，离不开石化

某化纤公司的展厅内，陈设
着枕头、被子、衣服、牙刷、饮料
瓶 …… 大 家 都 没 想 到 ，这 些 产
品，竟然是石油做成的。来自河
海大学的同学感叹：“石油化工
真 是 现 代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的 产
业。”

随后，大家还看到了应用于
港珠澳大桥拉索的高性能聚乙
烯纤维的生产过程；在国内首条
单产规模最大的涤纶短纤维的
生产线，见证“石油变纺织品”的
奇迹。

在交流座谈会上，这家化纤
公司的技术、管理骨干对于大学
生提出的污泥处置、噪声防护、
污染排放标准等问题一一进行
了解答。公司科研人员还透露，
10 年前公司就已立项研究可降
解材料，目前已生产出在堆肥条
件下 6 个月降解率可达 90%的

“环保塑料瓶”，正在扩大试用，
即将量产。

两天的活动让大学生们收
获满满。南京艺术学院的顾同
学说：“我对企业的环境治理有
了更多认识，也让我想到以后在
专业设计中，也会考虑选择环保
材料，并且会一直关注这方面的
信息。”

““化工厂里竟然没味道化工厂里竟然没味道””
江苏高校环保社团暑期探访中石化企业江苏高校环保社团暑期探访中石化企业

本报讯“2019 年广州·世界
青少年环保交流大会暨第四届国
际青少年环境论坛”日前在广州
闭幕。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国、英
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多个国
家 和 地 区 近 200 名 青 少 年 代 表
参会。

本届大会以“可持续消费与
生产”为年度议题，展开一系列讨
论。活动邀请国 内 外 环 境 领 域
专 家 与 青 少 年 进 行 主 题 对 话 。
论 坛 期 间 还 举 办 了《全 球 环 境
展 望 亚 太 区 青 年 版》中 文版发
布仪式，来自新加坡等亚太地区
的报告作者，为青少年参与环境
议题提供国际前沿知识，引导青
少年采取行动 ，从 身 边 做 起 ，并
激励更多青少年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及 2030 议程贡献青年
力量。

为期 4 天的活动中，青少年
代表们还前往千年古道遗址——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在非遗传

承人的带领下，体验剪纸、广绣、
榄雕、醒狮等多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制作，思考环境保护与非遗文
化之间的联系。

经过全体参会青少年代表的
公开票选，来自中国北京的陈柏
安最终凭借对环保的独特见解、
团队协作精神以及优秀的个人表
达能力，当选为 2019 年广州·世
界青少年环保交流大会年度代言
人 ，并 向 全 球 青 少 年 发 出 环 保
倡议。

据悉，广州·世界青少年环保
交流大会自 2016 年创办以来，吸
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逾千名青
少年参与，成为世界青少年环保
交流与合作重要平台，为促进青
少年共同关注环保、践行环保、宣
传环保，并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
及广东的环保政策、理念和成就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钟奇振

上海市借助网络平台和信息化管理手段，让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能够享受到分类的益
处。不少社区通过社区管理平台、“绿色账户”对能够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居民给予积分奖励。
图为上海市虹口区嘉杰国际广场小区一居民在投放垃圾。

本报记者邓佳摄

促进交流合作，激励引导实践

世界青少年代表聚广州话环保

刚过九点，石探记博物科学馆里已
经人声鼎沸，热情爆棚。以往，喜欢甲
虫的以男孩儿居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
女孩儿也加入这一阵营。因而现场女
孩儿并不少。

小朋友刚摆出自己亲手制作的昆
虫标本，展台上就立刻凑满了小脑袋，
七角八舌地谈论开来。家长们则识趣
地退居一旁，乐得几分清闲。

一只锹甲标本，小弟弟开口要价
60 元，对面小哥爽快成交，立刻掏出事
先准备的零花钱。反倒是小弟弟舍不
得了，慢慢吞吞地从标本盒中取出，恋
恋不舍地交到小哥手中。

现场有成交的，也有没成的。一个
小男孩问：“我拿一只巴拉望锹甲，换你
一只爱勒冈锹甲，行吗？”“不行！”另一
个男孩护着笼子，拒绝得干脆，逗乐了
一旁的家长们。

这次活动不仅能展示、售卖自己的
自然标本与收藏，自然爱好者们还能分
享自己的故事。

“虫卵在孵化时该怎么拌土？”“需
要加纯净水吗？”“孵化需要多高温度？”
面对虫友的疑问，养虫达人们也毫无保
留地传授。

一位小朋友将一只“独角仙”放在手
上，任由它在手臂上爬行。带着倒钩刺的
足，抓得人有些刺痒，但能享受小伙伴崇
拜的目光，种种小不适便立刻烟消云散。

金蝉脱壳、飞蛾扑火、“稻花乡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些都是课
本里对于昆虫、夏夜的描述。

一物观世界。了解“小精灵”生活
习性，找寻它们的真身，通过亲眼观察
昆虫羽化，了解昆虫饲养及其生活习

性，孩子们能够在微小的事物中窥见整
个自然世界。

然而，城市中很多孩子却背着繁重
的课业负担，整日穿梭于各个补习班
间，接触自然的机会很少，很难感知一
个生命历经重重磨难诞生成长的神秘。

近年来，自然教育逐渐被一些家长
重视。孩子们通过在森林、山地等自然
环境中的学习，增强自我认知并培养社
交能力、磨炼个人品格。

17 岁的杨徐睿因为一次偶然机会
结识了许多虫友，了解到很多种类的昆
虫。两年前，他从广州一名虫友的手中
得到了几枚长戟大兜虫的虫卵，便开始
专心打造自己的“虫虫特工队”。在一
些人眼里有点瘆人的大肉虫，在杨徐睿
这里却是萌宠。

为了让自己的虫子化蛹，他认真研
究虫子习性和饲养方法，什么时候换
土、什么时候喂食，都有着一套严格的
操作流程。

“虫卵在化蛹的时候，人为不当的
侵扰，都会影响虫子的发育。”杨徐睿
说，养虫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自己的耐
心和自控力。看到孩子的变化，杨徐睿
的妈妈不但不反对，反而乐观其成。

韩童潇（网名“小贝壳”）是“自然英
雄”社团的创始人。这位痴迷于昆虫和
自然的高一男生，赴美读书后发现，在
美国民间有很多虫友组织，这些组织大
多能得到博物馆等机构的帮助，定期举
办交流活动。于是，他回国创建了“自
然英雄”社团，撰写昆虫科普文章，定期
组织交流活动，收入所得会全部捐给濒
危动物保护组织。

阅读与虫子相关的书籍、逛博物

一只昆虫能
改变人生志向？

上午九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园小区东门口，陆陆
续续来了一些提笼之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
笼子，又赶忙向对方的笼子探过头去，问一句：“你这是
什么锹？”对面那位同样姿势，回答“某某锹”。

这是非营利性组织“自然英雄”举行的一年一度的
昆虫集市，前来参加活动的不是一群北京老大爷，而是
稚嫩的孩子。

近几年，自然教育
逐渐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走进大自
然，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连结。与此同时，越来越
多机构也推出了自然体验、博物旅行、自然农耕、
生态保育、科普探险等教育项目。

自然教育究竟给孩子们带来什么？玩物真的
会丧志吗？让我们听一听中科院动植物所的科学
家和一些玩虫人怎么说。

◆本报记者陈媛媛

上山观鸟，下河摸鱼，灯诱昆虫，制
作标本，修复化石，在博物馆里探宝……
有趣好玩的活动，激发出孩子们的探索
热情。

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昆虫学
专家刘晔为首的一批年轻科学家走出象
牙塔，走进中小学校园，做起了课外辅导
员，普及动植物学知识。他们还发起成
立了专门机构，发挥专业所长，利用丰富
的野外科考和带队经验，带领青少年采
用科学调查方法，调查生态环境变化。

如今，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涵盖动
物学、植物学、昆虫学、古生物学、宝石
学、天文学、心理学等学科。

“我们的授课范围主要是自然科学，
不是直接给他们讲授某个知识点，而是
让他们思考问题，让他们通过思维发散、
讨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能力。”
刘晔说。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特别会讲故
事，大家都喜欢他。”一位热爱昆虫的 9
岁小男孩这样评价刘晔。参加过刘晔带
领的活动后，他立志要成为一名顶尖昆
虫学家。

一只甲虫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志向？

刘晔经常提到一个叫刘漪舟的孩
子。两人的相识缘于一次科考夏令营。
刘晔作为中科院昆虫学专家，是活动的
带队老师，负责带领孩子们户外实地考
察昆虫物种，普及昆虫知识。而刘漪舟

正是那次科考游的参与者。
当时的刘漪舟还是初中生，那次夏

令营让他对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
来，刘漪舟在北京金海湖地区独立发现
了一个新的昆虫物种，按照科学界对昆
虫新物种的命名规则，这个物种就以刘
漪舟的名字命名。

现在，刘漪舟已经本科毕业，并被保
送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昆虫学。刘晔老师自述

“特别有成就感”，对刘漪舟也大加赞赏：
“非常厉害！”

“有些人在考研的过程中，考虑到难
易程度，被动选择了动植物学。但学了
几年后，因为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毕业
后也没有从事相关工作。这对国家和个
人都是一种损失。”石探记科学教育的老
师说。

石探记科学教育已经启动了“百人
计划”人才培养战略，即从 2018 年起的
10 年中，石探记会为每个小学员配备一
名专属的科学家导师和一名学习顾问，
导师均为国内自然科学领域有一定成就
的科学家，会为小学员制定针对性的专
属培养计划，并长期跟踪孩子的学习情
况；学习顾问则负责记录孩子的课程收
获、课堂表现、学习兴趣等成长轨迹。

石探记计划通过这一培养模式，每
年培养 100 名小科学家，旨在提升青少
年科学知识储备和科学思维素养，为国
家培养杰出的科研后备力量。

◎爱上毛毛虫，学会一物观世界

◎玩物不丧志，跟着科学家认识自然

新鲜速递图片新闻

图为图为小朋友将一只小朋友将一只““独角仙独角仙””放在手上放在手上。。陈媛媛摄陈媛媛摄

馆、打游戏、参加户外活动，是小贝壳生
活的一部分。“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生物
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小贝壳告诉记者，
爱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要锻炼提
高某种技能。如果能力有什么提升，那

是额外的礼物。
小贝壳的妈妈说：“我并不指望他日

后能做昆虫学家，但我很高兴他有自己
喜欢、不会厌倦的事情，陪伴他一生，一
直给他美好的体验、心灵的放松。”

磷的削减率达 90%以上。
据悉，这是北海市生态环境

局今年来组织的首场公众开放
日活动。为提高对外开放服务
水平，污水处理厂除安排专职人
员参加讲解培训外，还落实各项
保障措施，如针对不同的参观群
体设置对应的参观流程和讲解
内容，安排专员维护参观秩序与
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借助市级媒
体平台宣传推广开放活动等。

“以前以为污水处理厂又脏

又臭，还伴有很大的噪声，如今
我亲眼见证了浑浊的污水变得
那么清澈，感觉特别神奇。以后
我们要更加节约用水，珍惜水资
源。”带着儿子来参观的市民王
女士说。

污水处理厂负责人表示，组
织公众开放活动，不仅是让市民
学习了解污水处理工艺过程，更
重要的是促进公众养成良好的
用水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