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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地情“无废”一盘棋垃圾不浪费 巧变“清”能源

重庆：用“全域无废”理念共建“节约”城市

赶在寒冬来临之际，武陵山区发电功率最
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黔江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场正式点火运行。这个项目建设规
模为 700吨／天，如今已完成一期工程，处理量
达到 350 吨／天，极大地提升了黔江区生活垃
圾的处理能力。如今，通过焚烧发电，转运至此
的生活垃圾转变为清洁电能，项目年发电量
4000万度以上。

作为重庆的特色美食区县，黔江区还建立
了配属的餐厨垃圾处理中心，该中心采用“高温
厌氧”工艺，将餐厨垃圾转变为清洁天然气和生
物柴油，可以日处理餐厨垃圾 150吨、处理病死
畜禽 1800 吨/年，年产天然气 250万立方米，生
物柴油2700吨。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今都不再被
浪费，而是被利用了起来。”黔江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依托黔江区的环保产业园，黔江
集中推进多类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设施
建设，如今已建成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
圾资源化利用、医疗废物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填
埋于一体的固体废物循环产业链，满足城市循
环绿色发展的需求。

改变不仅仅在黔江，2022年，占地42亩，位
于合川区渭沱镇大岚村的合川餐厨垃圾处理中
心也正式运行，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这是合

川唯一一家“智慧化”餐厨垃圾处理中心。
在该中心中央控制室，记者看到，垃圾处理

全程采用智慧化控制，中央控制室就是整个厂
区的大脑，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指令都在控制室
下达，实现智能远程操作。

“餐厨垃圾运抵后，先后由分拣机分选出
有机质，用制浆机破碎制浆、三级旋流除砂、除
油系统分离油脂、厌氧消化产生沼气、沼气进
入沼气净化系统脱硫、锅炉燃烧提供蒸汽、发
电车间发电上网。”技术人员介绍了餐厨垃圾
的整个处理流程。

“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餐厨垃圾做到
应收尽收，资源化利用率达100%。”重庆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已经建设了
11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构建起覆盖城乡的餐厨
垃圾片区收运处理系统，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双丰收。

在加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同时，重庆
还不断推进原生生活垃圾和城镇污水污泥无害
化处置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当前，全市共建有82座污水处理厂、44座污
泥无害化处置设施。2022年，重庆中心城区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率超过65%，餐厨垃圾资源化水平保持全国
前列，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近100%。

重庆某医废处置区 （余常海 摄）

南岸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正在对医院的医废登记情
况进行查看 （余常海 摄）

热腾腾的黔江鸡杂上了
桌，酸辣开胃，吸引着四方来客
大快朵颐，酣畅淋漓。数小时
后，残羹冷炙被送入黔江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场，凭借着高盐、
高油类的食物特性，发电场如同
有了“帮手”，发电量甚至比同等
垃圾发电场更有力道。

这是重庆大力发展“无废”
产业的成效之一，通过构建完
善的固体废物循环产业链，推
动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
物”线性经济模式转变为“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循环经济
模式，不仅使得城市发展更加
绿色，更是用“无废”的理念在
建设“节约”型的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
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
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作为
2019 年全国唯一省级“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重庆将“无
废城市”建设作为提升生态文
明建设水平、推进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要举措，建立了一
个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的固
体废物管理体系，形成了一批具
有重庆特色、全国引领性的创新
成果，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全域无废、川渝共建的

“节约城市”新路。

川渝两地的共同协作，根本在于促进“节
约”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这于国家来说是战
略，对于老百姓来讲收获的则是实实在在的
“幸福”。

切肉的声音、剁鱼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
……在重庆市渝中区的石灰市菜市场里，是稀
松平常的烟火气。

细细一瞧，这并不像一般的菜市场，各类蔬
菜瓜果摆放整齐，不宽的路面干净整洁，就连不
要的瓜皮菜叶也是归置有序。

“现在的石灰市菜市场，环境干净整洁，买
菜也舒心。”家住重庆渝中区较场口的居民李
雯雯连口称赞，每天舒心地买菜成为她的“小
幸福”。

“瓜皮菜叶都不是垃圾，回收后可以制成营
养土再利用。”石灰市菜市场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作为重庆“无废菜市场”的试点，这里的果蔬
垃圾实现100%就地资源化利用，同时，菜市场环
境卫生改善明显，还成为城市的网红打卡点。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茓誉
介绍，通过改造菜市场与原有废弃停车场，这里
建设了5吨处理容量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菜市
场每日产生的5吨果蔬垃圾就地转化为0.75吨营
养土，不仅有效减少了菜市场垃圾存储和转运压
力，每年还可产生有机肥经济效益约5万元。

在重庆，像石灰市菜市场这样的“无废城市
细胞”还有很多。重庆永川区结合节约型机关、
文明工地、绿色工厂等创建工作，打造“无废机关”
“无废工地”“无废工厂”；长寿区建设“无废钢厂”，
打造钢铁行业循环经济，推动含油金属屑资源化
利用；南岸区、两江新区打造“无废公园”“无废景
区”，利用枯枝落叶制备有机肥，使用废弃品制作

手工艺品，实现废物资源再利用……
如今，重庆立足生产生活常见情景，营造共

建共享氛围，与绿色创建活动有机结合，建成
“无废城市细胞”680 多个，覆盖衣食住行各领
域，形成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全民行动体系，
推动公众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无废城市”理念
得到公众广泛认同。

2023年，重庆市将“全域无废、川渝共建”相
关要求纳入《重庆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中进行立法推进，探索开展固体废物跨区域

转移处置补偿机制、危险废物环境责任保险等
制度研究。同时持续推进毗邻地区利用设施共
享，强化与成都市“双核”无废联动、四川省广安
市融入重庆都市圈无废共建、高竹新区联合建
设等。

“节约”型社会也与“无废城市”一样遵循着
循环往复、环环相扣特点，节约、集约化的“无废
城市”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
是“节约战略”的参与者，更是新时代的受益者。

（余常海/文）

“战略”从来就不是一个地方的单打独斗，
在保证各自辖区内的固体废物处理时，重庆还
时刻与四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让“节约战略”
从多面延伸至全域。

“全域无废，川渝共建”，2022 年，随着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深入推进，川渝两地在
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再进一步，携手布局“无废
城市”建设，以“一盘棋”思维，从生产生活全过
程入手，全面提升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水平，推进城市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致力
让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最亮底色。

事实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起步
之初，川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就已开始共同发
力，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2020年4月，在川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共同签订了《深化川渝两地大气污染
联合防治协议》《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合
作机制》《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开启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护的新篇章。

近两年，川渝两地积极落实联防联控机制，
深化拓展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制度，
联合打击“固危废”非法跨界转移、倾倒等违法

行为，携手共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取得积极进
展，这也为川渝两地共同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创造了条件。

位于大足区的重庆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重庆市主城都市区范围内的电
子废弃物综合处理、处置业务。在拆解车间里，
一台台废旧电器在生产线上经过10多道工序处
理后，拆解分选出了电路板、电源线等电子产品。

“公司主营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与再
利用。”中天电子公司环保部部长陈冬说，公司
每年产生危废大约5000吨，部分需要运往四川、
云南等地处置，过去危废跨省转移审批程序复
杂，给企业带来不小的经营压力。

“白名单”合作机制建立后，中天电子公司
不仅感到审批的便利，固废库存压力也减轻了
许多。“如今，产生的固废几乎能达到‘周清’甚
至‘日清’。2022年，公司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超过 150 万台，跨省转移处置危废超过 700
吨。”陈冬表示。

“按照‘就近转移、风险可控’原则，‘白名
单’制度现已拓展延伸至贵州省、云南省。”重庆
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吕俊强
介绍，2022年，重庆持续深化与云、贵、川等周边

省市的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机制以及
危险废物联防联控机制，积极服务危险废物产
废企业和利用企业。

截至目前，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4省市纳
入“白名单”的危险废物已达 9类、70余家企业，
较2020年分别提升166.7%、240%，共审批危险废
物跨省市转移135件，审批转移量近5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与四川签订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协议，推动川渝两
地资源共享、资质互认、区域联动、应急协作、执
法协同、信息互通、人员交流，两省政府联合印
发了《关于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
市”共建的指导意见》。

“川渝共建‘无废城市’，涵盖十大任务。”吕
俊强表示，未来川渝将以制度改革为核心，由固
体废物入手，聚焦工业、农业、建筑业、生活四大
领域，围绕理顺各类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体制
机制，从强化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全民行动
“五大体系”开展路径探索，将固体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的需求融入社会治理、产业布
局和产业结构升级、公众意识提高和思想文化
建设各个层面，真正做到“全域无废，川渝共建”
的目标。

技术与设备的科技、智慧化更多的是体现
在工业领域，近年来，重庆市立足地方产业特
色，构建起以汽车、电子等行业“零部件制造—
整车（整机）生产—销售—回收—拆解—再生资
源利用”循环产业链，推动拆解企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

长安汽车一直是重庆汽车行业的领头羊，
旗下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自 2003 年投产起
便开始固废管理探索，至今已建立起从源头到
末端全链条固废管理措施。长安福特汽车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以482车型为例，在固废
产生主要源头零部件包装环节，通过货架等周
转器具即可减少84%左右的包装物。

工厂将固废分为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废物
两大类，大部分危险废物交由专业处置公司焚
烧、回用炼油、回用包装、提炼贵金属。其中，部
分危险废物自行回收利用，如安装在涂装车间
的溶剂回收装置，将喷涂产生的废溶剂通过蒸
馏回用到生产线，2019年回用废溶剂 129.5吨，
节约处置成本约30万元。

近年来，科技的进步也为行业管理插上了
“智慧”的翅膀。不久前，由璧山区生态环境局
主导建设的璧山区“固废云”系统项目正式启动
建设。璧山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固废
云”系统包括璧山区固废管理数据资源中心，支
撑“固废云”平台运行的应用支撑平台，面向涉
废企业的企业统一门户和面向生态环境管理用
户的环保统一门户以及云填报、云监管、云交
易、云信用、云咨询等共五个推进固废监管和企
业服务的业务应用。

该项目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
段增强服务和管理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在当前
固废监管基础上深化应用，扩大涉废企业数据
采集，建立固废作业全过程智能监管、形成全过
程链条式闭合管理体系，覆盖危险废物、一般工
业固废和医疗废物的全流程业务，实现涉废业
务的精细化管理。

一直以来，强化信息管理是重庆建设“无废
城市”的重要手段，2022年，通过建成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大数据平台，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等“五张清单”，覆盖企业达
到 3.1万家。全面实施电子转移联单制度，670
家重点企业和 116家二甲以上医疗机构实施精
细化管理，93个尾矿库渣场环境信息实现矢量
化、图形化、信息化。

循环促“节约”绘就幸福城

黔江区垃圾焚烧发电场 （黔江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石灰市“无废”菜市场如今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渝中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工业“智慧化”激活新动力

璧山区“固废云”项目让管理更加高效
（璧山区生态环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