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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如何做到全域海南如何做到全域““禁塑禁塑”？”？
首创塑料污染治理首创塑料污染治理““闭环闭环””全域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全域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

本报记者孙秀英

首席分析师

实现多项全国首创

南通推进飞灰资源化技术成果落地
将飞灰转化为不燃 A 级防火保温岩棉材料

西安入选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城市
试点周期为 3年

本报讯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
市青原区紧抓“无废城市”建设契
机，深化“无废农业”建设，统筹整
合资金超 1 亿元，实施农田面源
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秸
秆综合利用回收、实施效果在线
监测等工程，打造农业废物零废
弃体系，实现农业废物“一控两减
三基本”目标，即严格控制农业用
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基本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
菌棒农膜资源化利用。

财政撬动聚合力，完善体系
建设。青原区按照“企业主体、政
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以
财政资金为撬动，吸引 11 个企业
主体参与项目建设，超 1 亿元筹
集 资 金 中 ，企 业 资 金 占 3173 万
元，开展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防治，覆
盖 6 个乡镇（街道），辐射耕地面
积 3.2 万亩。截至目前，全区实施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年
均 消 纳 沼 液 10 万 吨 ，处 理 干 粪
1.5 万吨；建成年产有机肥两万吨
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运营中
心，年处理菌棒废弃包装袋 1000

万个、1.5 万吨，消耗干粪 1 万吨；
完成 6 个秸秆综合利用回收中心
建设，年均收储秸秆 6000 吨。

探索种养新模式，推动减量
增效。青原区积极推广“畜一沼
一肥一蔬果”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配套建设粪污贮存池、沼液储蓄
罐、粪污输送管网，大力发展绿
色、有机农业，促进畜禽养殖粪污
资源化利用。目前，全区 4 家规
模生猪养殖场已建成 16 个沼液
消纳地，消纳畜禽养殖粪污，沼液
灌溉果园 4500 亩、设施蔬菜基地
3600 亩，有效降低化肥、农药使
用量，实现了畜禽养殖粪污资源
化利用。

实行社会化服务，构建长效
机制。青原区探索实践农业废弃
物社会化服务运营模式，落实配
套资金 876 万元，高标准建设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建立
健全“工程建设+运营管护”运行
机制，协调运营单位与畜禽养殖
企业签订粪污处理协议，既解决
养殖场污染问题，又保证处理中
心的原料来源问题，推动实现农
业废物零废弃目标。 刘茂林

近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
云龙产业园内，海口市裕同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口裕同）进入生产高峰期，数
条全生物降解一次性餐具生
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在生产
车间内有序地忙碌。

海南对全生物降解的替
代品生产企业 给 予 专 项 配 套
优 惠 政 策 ，“ 禁 塑 ”以 来 ，省
内 全 生 物 降 解 材 料 企 业 因
扩 大 投 资 、技 改 提 质 等 享 受
财 政 资 金 奖 补 约 7145 万
元 。 如 今 ，以 海 口 国 家 高 新
区 为 中 心 的 生 物 降 解 塑 料
制 品 产 业 集 聚 地 ，是 海 南 省
降 解 材 料 产业版图中的重要
一环。

不断更新的数据，传递出

“ 禁 塑 ”工 作 带 来 的 积 极 变
化。目前，全省已形成改性料
产能约 3.6 万吨/年，膜袋产能
4 万吨/年，餐饮具产能 4 万多
吨/年，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据统计，2023 年实现生物
降解替代品销量 1.7 万吨，较
2022 年增长 56%。

据 了 解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单 位 在 多 个 重 点 领 域 协 同
发 力 ，是 海 南“ 禁 塑 ”工 作 的
一 大 亮 点 和 显 著 特 色 。 其
中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积 极 推 动
南 北 两 岸 工 作 联 动 、执 法 协
作 和 信 息 共 享 ；省 商 务 厅 持
续 加 强 电 商 平 台“ 禁 塑 ”控
源 和 城 镇 农 贸 市 场“ 禁 塑 ”，
与省内 6 家主要电商平台签
署“ 禁 塑 ”承 诺 书 ；省 邮 政管

理局严防名录内塑料制品快
件发往海南……

据统计，目前海南省 9 类
重点行业场所替代品平均占
有率达到 80.2%，全省机关食
堂、环卫系统、公 立 医 院 、学
校 等 单 位 基 本 停 止 使 用 一
次 性 不 可 降 解 塑 料 制 品 ，全
省 55 家 3A 级 以 上 景 区 基 本
实 现 全 面“ 禁 塑 ”。 全 社 会

“ 禁 塑 ”政 策 知 晓 率 超 过
90% ，基 本 形 成 了 全 民“ 禁
塑”的舆论氛围。

海南省禁塑办有关负责
人朱金慧说，2024 年将通过有
序推进源头管控、推动替代品
提质降价、加大“禁塑”宣传力
度等措施，持续推动“禁塑”工
作行稳致远。

“禁塑”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标志性工程和
自贸港建设的先导性项目之一。自2020年12月1日，《海南
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正式颁布实施、
以立法形式全域“禁塑”以来，海南取得了哪些成效？

记者日前从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海南的禁塑工作实
现了颁布实施地方标准、制定“禁塑”名录负面清单、建立全生
物降解产品可追溯管理平台、替代品“专用标识+监管二维
码”识别方法、输入源头“物流+信息流”综合监管体系等多项
全国首创，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南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污
染治理制度体系。

日前，“禁塑”工作被列为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典型
案例之一。这项工作有何创新之处？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在海南如何被逐渐替代？首创全域
“禁塑”制度体系的落地见效，给出了答案。

纸吸管、全降解塑料袋、甘
蔗渣或木薯粉做成的餐盒……
如今，无论在餐饮店还是打包
外卖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各种“可降解”替代品的身影
无处不在。

“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包装
的袋子都换了。”新年伊始，家
住 海 口 美 苑 市 场 附 近 的 田 阿
姨，对菜市场各类包装的变化
做了对比。

这其中的变化细节，是海
南“禁塑”工作不断深入推动的
结果。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海南成立了 27 个
省直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海南省
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
组，通过开展民生领域“铁拳”
行动、禁塑工作攻坚固本百日

行动，组织实施禁 塑 执法联合
行动，深入基层、企业检查督
导，强化“禁塑”工作全流程监
管。

“禁塑”工作实施以来，海
南制定发布 3 批“禁塑”名录，
将两大类 12 小类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制品纳入“ 禁 塑 ”名
录。建成海南“ 禁 塑 ”管理信
息平台，对全生物降解替代品实
施可追溯管理。按季度对各市
县“禁塑”工作实施推进情况开
展评估。

种 种 得 力 举 措 ，使 得“ 禁
塑”工作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
形成一套具有海南特色、可复
制、可推广的塑料污染治理制
度体系。生态环境部还将海南

“禁塑”工作确定为自由贸易试
验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
质量发展案例。

形成全链条闭环“禁塑”制度体系

海南从开展“禁塑”工作
以来就着力破解一个难题：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如何

“得体”退出？
实践中，海南通过加强顶

层设计，构建“禁塑”法规制度
体系；创新监管机制，形成多
维联动综合监管模式；聚力产
业发展，布局降解材料全链条
产业……近年来，围绕“禁塑”
采取一系列主要做法和举措，
力求落地落实。

以构建“禁塑”法规制度
体系为例，海南省制定“禁塑”

实施方案，成立“禁塑”工作领
导小组，系 统 推 进“ 禁 塑 ”工
作 ，形 成“ 法 规 + 名 录 + 标
准 + 可 追 溯 平 台 + 替 代 品 产
业 ”全 链 条 闭 环“ 禁 塑 ”制度
体系。

而依托“禁塑”契机及政
策优势，海南省积极布局降解
材料全链条产业，一方面，长
远谋划降解材料产业，通过制
定产业规划和产业若干扶持
政策，引导本地企业转型和引
进省外企业相结合，合理布局
生物降解上中下游产业聚集

地，保障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供
给，推动本地替代品产能逐步
形成。

另一方面，海南省着力打
通降解材料产业链，引进全生
物降解原材料项目，形成生物
降解基材、改性、制品完整产
业链。此外，积极研发国际先
进水平生物降解材料，探索土
壤、淡水、海洋环境等多种先
进生物降解材料技术，积极储
备新型降解材料研发技术，以
前瞻性眼光为“禁塑”工作注
入科技动力。

全域“禁塑”成效明显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第一批城
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
试点名单》，陕西省西安市成功入选
全国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
城市，是陕西省唯一入选城市。试
点工作自今年1月起，周期为3年。

近年来，西安市始终坚持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积极
推进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等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
转型。在能源领域，加快构建绿
色低碳能源体系，开展冬季清洁
取暖改造、垃圾焚烧发电和天然
气锅炉改造，因地制宜利用太阳
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使用电力或清
洁能源。在工业领域，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力推
进新能源汽车制造，2022 年产量
达 101.52 万 辆 ，位 居 全 国 第 一 。
在城乡建设领域，大力推广绿色
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积极推动“无
废城市”建设。在交通运输领域，
构建绿色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公
共领域新能源汽车占比，新增或
更新公交车辆基本实现电动化。

下一步，西安市将不断优化
试点方案，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
作措施，积极探索生态优先、节约
集约、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湖南省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产业开发区甘太
综合加工园，一家
企业的全竹产品生
产线一派繁忙，工
人们正在加紧生产
海外订单的全竹卡
车厢板系列产品。
据了解，公司抢抓

“ 以 竹 代 塑 ”新 机
遇，加速相关产品
研发，拓宽竹产区
人民增收渠道。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讯 中国飞灰资源化研
究中心飞灰协同制棉示范产线投
产验收会近日在江苏乐尔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尔
环境）南通基地举办。会议现场
展示了乐尔环境飞灰资源化中试
试验相关成果，与会人员围绕飞
灰协同制棉技术进行研讨交流，
并实地参观了飞灰协同制棉示范
生产线。

据了解，飞灰是垃圾发电厂
焚烧垃圾后，在烟气处理回收过
程中产生的细微颗粒固体，被列
为 HW18 类危废，目前普遍采取
固化填埋方式处理。长期以来飞
灰资源化利用技术成本高、产出
小，难以市场化推广。

为助力乐尔环境飞灰资源化
利用技术成果应用转化，江苏省
南通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通过

“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乐尔
飞灰示范线建设和运行中主动介
入，逐个破解试验用品来源难题，

开展现场指导和监管，助力乐尔
环境自主研发全国首台套飞灰协
同制棉资源化利用技术设备。据
悉，设备可将飞灰转化为不燃 A
级防火保温岩棉材料，达到国标
岩棉等级。

“正视问题，方能把握机会；
解决问题，则能创造更多机会。
生态环境部门在做好支持企业发
展的同时，也要对乐尔环境飞灰
处置示范线达标排放实施监管，
确保示范线安全稳定运行。”江苏
省南通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健表示，未来将重点关注这一
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情况，持续
推动飞灰资源化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形成更高效、更绿色、更经济
的产业链。他希望包括乐尔环境
与科研院所等共同争取建设国家
级科研项目基地和博士培养站，
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全国
性技术标杆。

崔祝进 黎丽莎司秀秀

吉安青原区打造农业废物零废弃体系
实现农业废物“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

图为飞灰协同制棉资源化利用技术设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