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主题内容：
征文主题为“普查数据如何审”，旨在征集各地对普查数据审核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二、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9月 15日结束。
三、来稿要求：
1.来稿应论点明确，文字规范，数据准确，层次清晰，字数在 2000 字以内。
2.来稿应为原创，不得侵犯任何版权或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3.投稿邮箱：wwpcxyc@163.com。
特别注意：请在来稿中附上姓名、单位、邮寄地址、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一旦文章获奖，主办方将
寄送获奖证书和奖品。
4.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联系人：郭婷 宋杨 电话：010-67118620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依据《全国污染源
普查条例》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调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
阶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为
全面摸清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家底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2019 年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收官之年。改善环境质量、服务
管理决策，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能否实现，数
据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查数据审核，层层把关，严格验
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为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开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生态环境部批
准，现决定开展“普查数据如何审”征文活动。此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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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催生绿色产业链上海垃圾分类催生绿色产业链
湿垃圾成为绿色能源、酵素化肥、幼虫饲料

相关报道垃圾分类面面观垃圾分类面面观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

垃圾分类在上海市如火如荼地开展，居民
从源头将垃圾分类，对后端处置和再利用产生
积极影响，在提高垃圾处置效率，创新技术，提
升附加值等方面显现了良好效果。记者了解
到，垃圾分类催生出一条绿色产业链，如湿垃圾
厌氧生产沼气进行发电、生物利用等，绿色产业
让垃圾处置走上快车道。

绿色能源“反哺”千家万户
湿垃圾的破袋效果实实在在，

用于沼气发电的效率也大大提升

许多上海市民或许并不知道，近 30 个月用
过的电中，有 2500 万度电其实是自己“生产”
的。随着上海湿垃圾末端处置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更多湿垃圾悄然无声地转变为绿色能源，

“反哺”千家万户。
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黎明有机质固废处理

厂是目前全市最大的单体湿垃圾处理企业，主
要通过让湿垃圾在厌氧环境下产生沼气，再利
用沼气发电。每天一大早，运送湿垃圾的车辆
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到了上午 10 点左右，湿垃
圾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卸料库里面。

项目刚开始时，垃圾车运来的所谓“湿垃
圾”让企业负责人记忆犹新：纸巾、封箱带、一次
性餐具，甚至还有棉毯、煤气罐和居民家中的装
修垃圾。因此，企业不得不在杂质的分拣上耗
费大量人力物力。即使这样，仍有大量杂质混
入湿垃圾，一起进入厌氧处理罐，日积月累，严
重影响到沼气发电的效率。

“垃圾分类之后，特别是湿垃圾的破袋，在
我们这里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上述负责人指
着“垃圾质量提升对比图”说：“今年以来，湿垃
圾中的塑料袋、一次性餐具、饮料瓶罐数量大幅
减少，垃圾的机器分选通过率大幅提升，处理能
力翻倍，湿垃圾经处理后用于沼气发电的效率
也大大提升。目前，上海黎明有机质固废处理
厂一期日均处置能力为 300 吨，正在建设的二
期工程，每天处置能力可达 700 吨，建成后黎明
园区湿垃圾处理能力将达 1000 吨/日。”

截至 5 月，有机质固废处理厂已累计用湿

垃圾产沼 1260 万立方米，累计发电约 2500 万
度，全部供应电网。未来，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
长，越来越多的发电厂将开始接纳湿垃圾，湿垃
圾的发电产业前景会更加光明。

黑科技让餐厨垃圾吐出酵素堆肥
科 技 手 段 对 餐 厨 垃 圾 分 解 转

化，形成收集、处置、再利用的闭环
机制

在徐汇区钦州北路与桂果路拐角处，有个
占地两亩的美丽“小花园”，花园池子回廊里养
着金鱼，栽种着漂亮的绿植。一座江南民居特有
的挑檐砖木结构的 350平方米建筑和 4台湿垃圾
处理设备，提示了这个“小花园”的真正功能——
虹梅街道市民环保体验中心。

据介绍，这是上海首个展示垃圾分类处置
全过程，供市民体验环保科技成果的科普场
馆。走进体验中心，可以看到这里主要分为湿
垃圾装卸点、处理加工、油水分类装置和科普展
示厅 4 大区域，展示了从餐厨垃圾分类、集中处
理到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和完整的闭环系统。
只见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湿垃圾处理设备将
重约 100 公斤的一箱餐厨垃圾慢慢地“吞咽”下
去，过了 10 多分钟，刚被设备吃下去的湿垃圾
就 分 解 成 为 了 水 、油 和 废 渣 ，垃 圾 减 量
70%-85%，分解出的净水甚至可以养鱼。工作
人员介绍说：“因为加入了一种复合微生物制
剂，分解出来的产物不仅没有一丝异味，而且可
以再利用做酵素肥料、生物柴油等，园子里的绿
植用了这种肥料都长得绿油油的。”

虹梅街道为垃圾分类的传统处置方式“赋
能”，用科技手段对餐厨垃圾分解转化，形成收
集、处置、再利用的闭环机制，日均处理餐厨垃
圾近 25吨，实现餐厨垃圾不出社区的目标。

“虫吃垃圾”带动生物产业
餐厨垃圾喂养虫子既能降低垃

圾处置成本，又有环保价值

据悉，正在崇明区建设的国内首家自动化

苍蝇幼虫处理湿垃圾厂于 7 月底竣工，垃圾处
理的生物产业正应运而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海元始环境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得知虫粉可以替代鱼粉成为水
产饲料，营养价值更高。于是，用餐厨垃圾喂养
虫子的处置方式被付诸实践，这样既能降低垃
圾处置成本，又有环保价值。

经过研究，公司的技术团队选择了五谷虫，
这种虫体积较大，且外皮较薄，动物吃了这种虫
饲料后能充分消化。他们将崇明区一个已关停
的奶牛场改造成国内首家自动化五谷虫处理
湿 垃 圾 厂 ，厂 区 总 面 积 50 亩 ，现 有 厂 房 总 设
计容量为 100 吨/天，一期工程设计处理容量
为 25 吨/日 。 目 前 处 于 试 生 产 阶 段 ，已 具 备
每天处理 10 吨垃圾的能力。

在生产流水线上，只见一个个装有苍蝇幼
虫的盒子在传送带上运行。每隔一段时间，投

喂口将经过预处理的湿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投入
盒子，成为 幼 虫 的“ 美 食 ”。 工 厂 一 端 的 蝇 房
内，每 10 平方米产出 1 公斤卵块，可长成 100
公 斤 幼 虫 。 它 们 能 在 5 天 生 长 周 期 内 吃 掉
500 公 斤 有 机 废 弃 物 。 随 后 ，湿 垃 圾 处 理 厂
利用苍蝇幼虫惧光怕热的特性，生产线上的
光 热 装 置 将 幼 虫 与 虫 粪 自 动 分 离 。 前 者 被
烫死后，通过低温颗粒冷冻技术成为又干又
硬 的“ 冻 虫 ”，用 作 虫 蛋 白 饲 料 ；后 者 运 往 堆
肥车间发酵，变成有机肥。虫粪中的无机物
由 于 被 幼 虫 吸 收 了“ 油 水 ”，变 得 很 干 燥 ，经
简单的筛选即可分离，收集后做低成本回收
处理。

目前，五谷虫工厂处理 1 吨垃圾的利润远
高于其他现行工艺。与利用蚯蚓、蟑螂分解垃
圾的生物技术相比，苍蝇幼虫的分解能力更强，
生长周期更短，可以大规模生产。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
上海报道 上海的厨余垃圾有了好去
处，再生资源回收进展如何？上海市
区首个“两网融合”示范点“梧桐资源空
间”近日在徐汇区开张迎客。市民只要
登录 APP，动动手指就能联系工作人员
上门回收可回收物，或者也可以自己“送
货上门”，服务点里明码标价回收价格，
用现金收购可回收物并付费给居民。

以前很多居民家里积存的旧报
纸、矿泉水瓶子等都卖给流动小贩。
随着垃圾分类的不断推行，这些收废
品的“摇铃人”日渐稀少，给喜欢积存
可回收旧物品的市民造成了不便。随
着再生资源“两网融合”示范点的出
现，居民家里积攒的可回收物有了好
去处，还能当场兑换成现金，受到了市
民的一致欢迎。

据介绍，服务网点开张后，平均每
天有 70 多位居民来这里卖出可回收
物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阿姨拎
来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子，工作人员称
重后，付给阿姨 13.4 元钱。她笑着说：

“我家住附近，平时把废品卖给收废品
的小贩不太放心，这里有正规的废品
回收服务真是太好了。”除了人工交投
外，回收网点门口还投放了一台 24 小
时智能交投机，全天候提供资源回收
服务。

记者还看到，这家服务点的一面
墙上放置着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瓶
子，里面都是利用可回收物制成的物
品，比如聚酯纤维用来制作衣服或者
运动鞋。工作人员介绍说：“各种饮料
瓶回收送到集散场以后，工作人员还
要进行分类，展示在这里给市民观看，
让市民知道回收来的饮料瓶可以制造
许多不同的商品。”这样的示范点年内
在徐汇区要增加至 13 家，未来还将在
全市推广。

“互联网+回收”行业在上海走入
千家万户，共享回收智能方式给广大
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
绿色消费方式。

扫码预约就能
上门回收
上海“两网融合”示范点开张

上海的肥料花园，就是将湿垃圾经处理后制成肥料，用于种植绿植。 本报见习记者徐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