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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处理一直是城市

固废处理的一大难题。作

为污水的“孪生兄弟”，这

些刺鼻又黏稠的污泥中含

有大量病毒微生物、寄生

虫卵、毒性有机物、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如不妥善处

置，将对地下水、土壤等造

成污染，威胁着环境安全

和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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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在内蒙古与河

北两省区的通力协作下，一

系列水利、农牧、气象等领

域的协同保护治理措施，使

生态环境一度恶化的察汗

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重新焕

发了生机。

在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飞翔的天鹅在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飞翔的天鹅。。贺晶贺晶摄摄

污泥处理一直是城市固废处理的一大

难题。作为污水的“孪生兄弟”，这些刺鼻

又黏稠的污泥中含有大量病毒微生物、寄

生虫卵、毒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如不妥善处置，将对地下水、土壤等造成污

染，威胁着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

近日，记者了解到，在国能（常州）龙源

火电协同污泥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中，污

泥竟能“摇身一变”成为点亮万家灯火的电

力资源，既解决了“污泥围城”之困，又为城

市的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污泥围城”现象日渐严峻

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

沉淀物质，处于污水处理链的末端。近年

来，随着我国城市污水处理量不断提高，如

何处理污泥逐渐成为污水处理过程中面临

的主要矛盾。

国电龙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源环保）固废事务部常务副总经理李晓金

介绍道，我国污泥产量逐年递增，污泥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技术难度高，而具

备这样技术的企业很少，目前全国各地“重

水轻泥”的情况突出，污泥处理处置没有与

污水处理同步提升，导致“污泥围城”现象

日渐严峻。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

二条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倾倒、堆放、丢弃、

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

后的污泥。禁止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泥进入农用地。

但现实情况却是，污泥卫生填埋的空

间越来越小，许多垃圾填埋场已关闭，不断

产生的污泥无处可去。即便通过工艺技术

将污泥转化为化肥，也只能用于城市园林

绿化，干化焚烧成本又高，无法消纳大量污

泥。

2021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印发的《“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

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城市和县城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水平

进一步提升，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

地区建制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污泥无害

化处置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全面实

现污泥无害化处置。

专家表示，处理污泥关键在于降低污

泥含水率，如果把含水率降下来，可用性

与可处理性就会上升，同时污泥量也会下

降。国能（常州）龙源火电协同污泥资源

化利用工程项目，正是通过一系列技术，

让污泥“瘦身”为含水率在 30%—40%的干

污泥，进而成为与燃煤一起燃烧发电的燃

料。

在燃煤电厂实现“华丽转身”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大型燃煤电

站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供电、供热，它还可

以协同消纳掉城市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泥、

生活垃圾等，发挥城市“静脉”的作用。而

国能（常州）龙源火电协同污泥资源化利用

工程，正是国内首个大机组污泥固废处置

工程示范项目。

在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污泥“乘坐”专

车，来到电厂的地下污泥坑。之后，它们

“换乘”抓斗机到达湿泥斗，排队坐上“螺旋

式电梯”——无轴螺旋输送机，一路颠簸，

到达蒸汽圆盘干燥机入口。干燥机像一个

能自动翻面的大烤箱，污泥将在这里被加

热干化。

干污泥随后被输送至干污泥舱内，在

短暂的“休整”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下

一站——输煤皮带，并由此进入原煤斗。

在这里，它们会与原煤按照精准的比例充

分混合，再被送至锅炉焚烧。在此过程中，

污泥散发的臭气将被负压抽气装置吸收，

不会产生异味。

就这样，污泥在燃煤电厂，完成了“变

废为宝”的华丽转身。

“这是一个基本不会产生废弃物，对生

态非常友好的污泥处理方式。”李晓金表

示。

自 2020 年投运以来，该项目承担着常

州约三分之一的一般固废无害化处置任

务，已处理污泥 21.4万吨，解决了常州市的

“污泥围城”之困。据测算，该项目每年可

节省标准煤 1.7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3万吨，每年可增发电量 6000万千瓦时，

还可为建筑混凝土提供 6300 多吨无害泥

渣。

据了解，龙源环保正在部署污泥处置

项目 20 多个，覆盖了长江中下游区域和京

津冀地区。李晓金透露，预计到 2025 年，

龙源环保投运污泥处置项目数量将超过 30

个，形成有效的固废处置产业规模。

这些项目都致力于将传统燃煤电站转

型为融入城市绿色发展的生态共享型燃煤

电站，将只有 30 年寿命的电厂融入城市千

年发展规划中。

龙源环保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态共享

型燃煤电站致力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大保护、黄河大保护、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力争成

为综合能源服务的引领者、城市固废处置

的终结者、乡村振兴战略的践行者。

破解“污泥围城”之困，助力城市绿色发展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察汗淖尔国

家湿地公园内，大批迁徙而来的候鸟成群结队，时而在空

中盘旋飞舞，时而在水面嬉戏觅食，为这片巨大的自然湿

地带来勃勃生机。

对于地处我国北方干旱地带的乌兰察布来说，国家级

的湿地公园弥足珍贵。多年前，与内蒙古许多湿地河流一

样，察汗淖尔湿地也经历过环境退化甚至干涸。

三年来，在内蒙古与河北两省区的通力协作下，一系

列水利、农牧、气象等领域的协同保护治理措施，使生态环

境一度恶化的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重新焕发了生机。

作为“主战场”之一的商都县，更是实招硬招频出，让察汗

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换新颜。

硬核措施守护地下水位

察汗淖尔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季节性湿地，在生态安

全、涵养水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察汗淖尔湿地史称“漠南盐池”。从地图上看，湿地横

跨内蒙古、河北两省区。流域总面积 7359平方公里，其中，

内蒙古境内 4925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67%。

受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影响，察汗淖尔流域内地下水

位曾经一度下降严重，导致草原功能退化和次生盐渍化，

风沙危害多发，生物多样性受损。商都县草原工作站站长

阴林回忆说，最极端的时候，湿地中湖泊的湖底全部裸露

出来，只在夏季雨水频繁时能形成小范围水面。

从 2020 年开始，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

委大力支持指导下，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三

级党委政府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察汗淖尔湿地的生态保

护和修复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统筹环境治理

和民生改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将察汗淖尔湿地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全面推开。

保护湿地生态，根源在于保护地下水位。商都县坚持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在湿地范围内和周边地区

大力压减农业用水量，实施“水改旱”试点工程项目 14.53

万亩，拆除喷灌设备 389套，全部实现应退尽退、应拆尽拆，

同时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积极推广应用高效节水技

术，完成实施高标准建设项目 3.27万亩。

“我们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及时关闭察汗

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周边灌溉机井 355 眼、流域内 1196 眼，

严控新打取水井，大力推行农业综合水价改革，累计安装

智能节水计量设施 4476套，最大程度保障湿地水资源和生

态环境质量。”商都县湿地中心主任冀宏向科技日报记者

介绍道。

商都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庞学峰近期忙于入农户、进

田头，落实低耗水作物种植计划，他告诉记者：“以前都是

把旱地改良为水地，提高农业单产。现在‘水改旱’，只为

保护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

如今的商都县，燕麦草、小杂粮、覆膜马铃薯等耐旱作

物成为主打农作物，以水定粮改变了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

园周边农业形态。庞学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植燕麦

草，只搞“雨养”农业，不使用地下水，耕作成本大幅下降，

加上轮作和“水改旱”补贴，亩效益可比种甜菜增加约 200

元人民币。

为了做到精准高效的保护，乌兰察布市将境内 4885平

方公里察汗淖尔流域划分为湿地保护修复区、地下水超采

重点治理区和流域涵养保护区 3大区域。湿地保护修复区

内依法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违法占用、开采、开垦、放牧

等人为活动；地下水超采重点治理区以保护湿地周边地下

水资源、减少渗漏和无效耗水为目标，禁止取用生产用水；

流域涵养保护区以地下水保护和流域生态修复为首要任

务，注重提高用水效率，全面调整种养业结构，促进流域生

态全面好转。

抑尘增绿促进湿地修复

科学治理盐碱地和裸露土地，是有效治理和快速恢复

察汗淖尔湿地的重要措施。

在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随处可见灰绿

藜——一种能够有效改善土壤有机质的植物。“灰绿藜俗

称灰菜，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耐碱植物。但在盐碱凸斑里，

如此顽强的植物也必须经过人工铺沙隔离碱土、单独移栽

育苗钵、滴灌浇水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才有成活的可

能。”阴林介绍。

阴林告诉记者，湿地恢复，首先要选择适地植物。除

了灰绿藜，许多乡土植物也先后成为试验对象。最终，马

莲、碱蓬、雾冰藜、盐爪爪等植物顽强地在白色盐碱地里扎

下了根，逐渐铺展绿色。

此外，商都县还持续加大雨季飞播种草力度，在察汗

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植被修复区，补植补种 900亩裸露地，确

保将公园植被修复为近自然的天然草地和植物群落；在察

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中，扩大网格化修复面

积，全面提高湿地植被盖度；在湿地公园外围，继续扩大植

被修复面积，达到有水时不起尘、无水时有植被也不会起

尘的修复效果。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在湿地治理过程中，修复退化林

地和草原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2.59 万亩、森林抚育 3 万亩，并计划利用 5 年时间实施退化

防护林修复工程 10万亩。”商都县县长杨文辉介绍说。

商都县还根据治理需要，有序推进十八顷河、特布乌拉

河河道疏浚治理工程，保护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河流原

生态；组织加强河道巡护，将 5条一级支流全部升级为县级

管理河道，明确了 5条支流的县级河长，常态化开展巡河工

作，深入推进河道“清四乱”，防止侵占河道，维护河道通畅。

环境向好丰富生物多样性

目前，在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内，许多珍稀植物已

扎下了根。据监测，2022 年，察汗淖尔流域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达到 49.6%，地下水位逐步回升，湿地 99种植被长势好

于往年同期。

“遗鸥、草原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首次出现，赤

麻鸭、天鹅等鸟类数量也增加到了 119 种！”冀宏高兴地向

记者介绍。

数据显示，2021年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草地地

上生产力同比提高 0.93%，达到 44.78公斤/亩；2022年同比

提高 0.1%，达到 44.85 公斤/亩。2017 年以来，察汗淖尔国

家湿地公园浮尘日数年均为 6 天，2022 年浮尘日数同比下

降 0.37%，扬沙日数同比下降 0.95%。今年，监测系统还在

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内首次捕捉到赤狐、蒙古兔、猪獾

等珍稀哺乳动物的活动痕迹。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绿色发展，任重道远，商都县对

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治理会一直在路上。”商都

县委书记高永斌向记者强调。

高永斌表示，针对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的治理，下一

步商都县将继续在“绿化”上下功夫，在“管护”上出硬招，在

“修复”上求实效。将从实制定“三区”管控实施细则，强化

湿地生态监测系统体系建设，继续用好湿地管护联合执法

队伍，发挥长效保护机制作用；持续实施最严格的地下水资

源管理制度，科学合理调整种养业结构，巩固好“水改旱”成

果，高质高效实施好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和修

复项目；全力推进察汗淖尔流域整体生态保护和修复，进一

步加大跨区域协作和协同修复力度，全面提升察汗淖尔国

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旧貌换新颜察汗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旧貌换新颜

灵谷景区树龄约 690 年的银杏，明孝陵树龄约 220 年的圆

柏……古树经历百年风雨，是“有生命的文物”，兼具生态环境、历

史文化、科学研究等多重价值。

5 月下旬，南京等三座城市的“古树名木保护公益支持”项目

在蚂蚁森林上线。

南京作为首发城市之一，已上线 10棵古树，市民登录支付宝，

点开“古树保护”活动界面，就可以通过绿色出行、在线办事等低碳

生活方式获取“绿色能量”奖励。再支出能量来申请“支持保护”，

由蚂蚁集团向各地负责古树名木保护的单位捐资，开展古树名木

的健康巡查、养护、救护等工作。同时，活动页面上还展示了古树

的全景图像与具体信息。

此次“古树名木保护公益支持项目”由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与

蚂蚁集团共同启动，旨在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进一步倡导公众

保护古树名木。

据统计，南京市共有古树名木 2000 多棵，树龄最古老的已有

1800 多年。作为南京市古树名木最为集中的区域，钟山风景名胜

区内古树名木涵盖 75个植物种。

为摸清古树名木“家底”，南京市每 5 年进行一次全面普查，

2020 年第六次普查信息全部录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地理信息系

统，形成了“智慧一张图”。目前，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主要采取

登记挂牌、复壮、安装围栏、加装支撑和避雷设施等措施，并做到

常态化巡查和观测。每株古树名木都确定了责任单位，签订了

养护责任状。

在明孝陵的文武正门内，有一棵被大家称为“坚强树”的北美

鹅掌楸，中山陵园管理局高级园林工程师孙琴介绍：“这棵北美鹅

掌楸是目前南京地区体量最大的一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曾

经遭受过一次雷击，树干严重受损至开裂，通过管理局的及时修

复，如今裂缝基本愈合。”

据悉，南京市首批选取约 100棵古树名木作为“古树名木公益

保护支持项目”的首批保护对象，通过蚂蚁森林这一创新的绿色公

益平台，以数字科技赋能古树名木保护，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开启紫金山古树名木保护的新

思路、新技术和新局面。

动动手指就能守护古树名木

南京联合蚂蚁森林线上护绿

在红外相机监测下，一只母豹带着两只幼崽的珍贵画面俘获

了一众动物爱好者的心，而类似这样的画面正越来越多地在山西

上演。

记者从山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获悉，山西正在加强生态

廊道建设和修复，将孤岛状分布区通过生态廊道连通，以此扩增华

北豹分布版图。

“目前，山西省华北豹种群数量和生存质量正在稳步提升。”山

西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主任朱军介绍，华北豹是花豹生存于中

国的亚种，因豹身斑点形似铜钱，民间俗称“金钱豹”。山西是中国

华北豹种群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省内 11个地级市中，除大同、

朔州之外，其余 9 个市均有华北豹分布。据初步统计，在山西，华

北豹有 48个稳定种群，8个集中分布区。

近年来，山西省在五台山、庞泉沟、五鹿山、太行山中部、太行

山南端都发现了华北豹的踪迹。而今年以来，山西省汾西县、平顺

县、泽州县、隰县、左权县等地也频现华北豹身影。

华北豹是山西省确定的“四大旗舰物种”之一，2022 年山西对

华北豹开展了专项调查监测，旨在进一步摸清华北豹的种群、数量

及其栖息环境。2023年，山西省印发了《山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发

展规划（2022—2035 年）》，提出实施华北豹保护工程，开展水源地

修复、栖息生境建设等。与此同时，山西还加大了对野生动物“两

纵六横”生态迁徙廊道的密切监测。

“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进程，也直接说明山

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朱军表示，作为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物种，

华北豹的稳定生存，可起到调节种群数量、稳定生态系统、维护生

态平衡的作用，也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生物多样性

的高度丰富。

接下来山西省会继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工程，从山、

水、林、道等多方面对华北豹的栖息地进行保护。

华北豹频现

山西生态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韩 荣

钟山风景名胜区的古树北美鹅掌楸。
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