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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全膜双
垄沟播技术被视为农业生产的“白色
革命”，但在产量提高的同时，也给农
村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污染”。从
2009年开始，当地的农膜生产商镇海
塑业公司按照“谁生产谁回收”的原则，
承担起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责任。
这些废旧农膜要经过清洗、粉碎、甩干、
融化、冷淬、造粒等环节，制成聚乙烯
高压 PE 颗粒，主要用于制作编织袋。

据了解，这个企业在全县范围内
设了 11 个回收点，每年回收废旧农
膜 1600 吨，达到了全县新农膜使用
量的 80%，农民每回收上缴 1 公斤废
旧农膜可以获得 0.7 元。据悉，企业
正在引进新的生产线，废旧农膜回收
加工的产品种类将会更多，包括桶、
井盖等。未来回收加工将不再局限
于废旧农膜，而是涵盖所有的废旧塑
料制品。 本报记者白刘黎文/摄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张晨
暄乌鲁木齐报道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专项“新疆干旱区盐碱地生态治
理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项目启
动会日前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召开。

据悉，这个项目的实施将对尽快
形成全产业链的盐碱地生态治理技
术服务体系，培养锻炼盐碱地生态治
理科研团队具有积极意义。

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牵头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新疆农
业科学院等共同合作，聚焦新疆盐
碱地治理的重大科技问题，从水盐
平 衡 调 控 理 论 、农 田 盐 分 管 控 、盐
碱 地 资 源 化 利 用 与 微 生 物 修 复 等
多个维度开展联合攻关，并通过集
成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和产业
发展模式，在玛纳斯县、阿瓦提县和

岳普湖县建立县域规模的盐碱地产
业化集成示范区，积极探索企业与新
型农业合作组织参与的良性机制。

今年 7 月 ，“ 新 疆 干 旱 区 盐 碱
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
范”项目获得批复立项，国家拨经费
2200 万元。这个项目预期的成果将
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方
面得以体现，未来的成果推广应用将
提升新疆盐碱地生态治理水平。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项目负责人田
长彦介绍，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把盐碱地治理列为科技援疆重
点项目，未来成果的推广应用将建成
3 个县域盐碱地生态治理技术集成
示范区，使盐碱危害降到轻度以下，
增产 20%~30%；形成盐碱地产业，实
现 产 值 过 亿 元 ；示 范 区 人 均 增 收
1000 元~1200 元，新增 1 万个农村就
业岗位等。

新疆干旱区盐碱地生态治理科研项目启动

示范区盐碱危害将降到轻度以下

◆本报记者邵丽华 刘俊超

由中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土盟）、轻工业环
境保护研究所及河南省法学会环
境 资 源 法 学 研 究 会 联 合 主 办 的

“2016 全国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治
技术交流会暨农田修复试点项目
考察活动”日前在河南省济源市
召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室
教授侯红介绍，通过国家长时间的
研究，从源头控制、保护、治理末端
等全过程影响因素，从社会民生效
益、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3 方
面，建立耕地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
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才
是能够支撑我国耕地土壤可持续
利用的主要途径。

河南法学会环资法学研究会
会长王群介绍，河南省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已经起步并逐步展开，地方
土 壤 环 境 保 护 立 法 调 研 已 全 面
进行。

济源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卢一富介绍了济源市进行土壤污
染防治的具体办法：一是淘汰落后
产能，累计淘汰退出涉重金属企业
74 家，涉重金属企业总数由原来
的 80 家减少到 6 家，并进行优化布
局。二是改造提升工艺，全部采用
代表国际领先水平的富氧底吹熔

池熔炼一步炼铅工艺，持续进行强
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铅硫回收率加
大，降低污染负荷。三是严控发展
规模，通过规划环评，从严从紧限
制涉重企业发展规模，“十二五”期
间铅产能未增加 1 吨。四是加大
环境监察力度，对环保设施运行、
物料贮存及固废处理、无组织排放
等严格核查，实现重金属污染源废
水、废气排放在线监测。

在土壤污染应急防控治理综
合方面，济 源 市 对 豫 光 金 铅 等 3
家 铅 冶 炼 骨 干 企 业 1 公 里 大 气
环 境 防 护 距 离 内 的 6900 亩 土 地
全部进行了流转，由企业租用建
设 防 护 林 带 。 粗 铅 冶 炼 企 业 周
边 敏 感 村 庄 整 体 搬 迁 进 入市区
或镇区，并开展土壤污染修复试
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大面积
推广探路。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还实地
参观考察了位于济源市克井镇塘
石村北轻度污染农田试验区。

科技创新再造南泥湾绿色好江南

昔日烂泥滩 今朝水稻田

从民生、生态、经济效益3方面建立耕地土壤环境成效评估体系

农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湖北省十堰市日前召开
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情况现状调研
工作会。

2016 年截至目前，十堰市危险
废物处置量为 12123 吨，其中异地处
置量为 7604 吨，达 62.7%。为解决十
堰危险废物本地处置能力不足问题，
十堰市环保局正积极推进危险废物
处置项目建设。

据了解，十堰市目前已建成并投
入生产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分别为
东风（十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现处
置 医 疗 废 物（HW01）、废 油 漆 渣

（HW12）、含 油 废 物（HW49）；十 堰
卓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含油污泥

（HW08）进行综合利用；湖北万润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工业废酸

（HW34）进行综合利用。
由于十堰市危险废物长期依赖

异地转移处置，处置成本高，产废单位
不堪重负。中小型企业产废量少，危
险废物贮存时间较长，贮存过程中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同时异地转移危险废
物在运输过程中存在较大环境风险。

对此，市环保局在大力推进东风
（十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现有 3
项危废处置类别的基础上，新增废药
物药品、精（蒸）馏残渣、废有机溶剂等
7 个类别危险废物综合处置项目建
设。新增十堰卓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综合利用、华新环境工程（十
堰）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危
险废物项目、东风水务公司废乳化液
收集处置、湖北万有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废油漆渣综合利用处置以及铅酸
蓄电池收集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
基本上可满足十堰市危险废物处置
利用本地化需求。叶相成 程秀英

十堰新增7类危废处置项目
基本可满足危废处置利用本地化需求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重
庆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重庆市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主城区（不含两江
新区，下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
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于 2017 年前达
到 100%，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多赢。

根据《方案》，主城区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采取以水泥
窑协同焚烧和污泥制园林营养土资
源化利用为基础，热干化、污泥混合
烧制陶泥和餐厨垃圾协同处置为补
充的多元化处理处置方式。2016 年
常规处理处置能力达到 1210 吨/日，
预计 2020 年常规处理处置能力达到

1720 吨/日。
截至 2015 年，主城区共有南岸

鸡冠石污水处理厂等 18 座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其实际污水处理量为
6.19 万立方米/年，年产泥总量达 36
万余吨。在此基础上，主城区通过新
建或改扩建一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预计到 2020 年将新增污水处理
量 3.96 万立方米/年，新增年产泥总
量 27万余吨。

重 庆 还 将 开 展 主 城 区 污 泥 应
急 处 理 处 置 能 力 建 设 。 当 常 规 处
理 处 置 能 力 不 能 满 足主城区污泥
处理处置需求时，由市政委会同市
财 政 局 从 污 泥 应 急 处 理 处 置 点 中
选 择 1 家 ~2 家 企 业 作 为 常 规 处 理
处置点。

重庆推进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
开展主城区污泥应急处理处置能力建设

记者实地探访了济源市克井镇塘石村北轻
度污染农田试验区。这个项目于 2014年获得
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总投资3200万元，其中国家
资金1966万元。项目实施周期5年，规模为500
亩受污染农田，包括小试和扩大两个阶段。

据专家介绍，这块土壤修复技术分 3 个
标段。

一标段采用植物萃取修复技术，是在污染
土壤种植对镉、砷、铅超富集的植物，通过植物
的萃取作用，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迁移至植物的
茎叶部分，再通过刈割植物的地上部分，然后焚
烧减量化安全处置。该标段由中科院地理所等
3家单位分担试点。目前，各试点均已种植多种
种类和品种的超富集作物，比如一些南方植物
蜈蚣草、东南景天、伴矿景天、龙葵等，还有一些
本地植物如鬼针草、蓖麻等。

二标段采用稳定化修复技术，通过添加
稳定剂，与土壤重金属发生吸附、沉淀、络合
等化学过程，固定土壤重金属，降低土壤镉、
铅、砷等重金属有效态含量，减少农作物吸收
量，保证农作物质量安全。

三标段采用异位稳定化修复与其他技
术，由河南金谷和上海康恒两家单位分担两
个试点，河南金谷采用超顺磁磁分离修复技
术，用超顺磁材料的官能团先吸附土壤中重
金属，再通过磁设施使吸附在超顺磁材料的
重金属从土壤中分离出来，然后经解吸过程
使超顺磁材料和重金属分离，超顺磁材料再
生重复利用。

据了解，康恒公司采用异位稳定化，将需
修复土壤集中在一起，加入土壤修复一体化
设备，通过设备的高效破碎混合布药功能，使
土壤和药剂充分接触反应，达到更好的稳定
化效果，处理后土壤再回填。

最终，各种方法通过种植农作物验证，籽粒
中重金属含量符合《粮食卫生标准》、《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要求，并且作物产量不减。同时，进
行经济评价，提交修复技术应用指南和推广意
见，提出修复过程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本报见习记者李涛

田成方，路成网，林成
行，绿成荫，沟相通，
渠相连。

这 里 不 是 江
南，这里是陕西延
安治沟造地生态综
合整治重大工程项
目的所在地——南
泥湾。

谁 能 想 到 ，几
年之前，这里还是荒芜
贫瘠、杂草丛生的“烂泥
湾”。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
集团（以下简称“陕西地建”）
总经理韩霁昌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的南泥
湾，由于治沟造地旱地改水田项目的实施，水稻
的亩产已经从原来 200 多公斤增加到 400 多公
斤，并且将土地整治、生态建设与红色文化旅游
相融合，再现了‘陕北好江南’的大好风光。”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
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
羊 ……”这首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民
歌，歌唱了在当年艰苦的岁月里，南泥
湾军民克服重重困难，把一处荒无人
烟的“烂泥湾”，改造成为“陕北好江
南”的史实。

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城东南
45 公 里 处 ，曾 经 人 迹 稀 少 ，荒 凉 寂
寥。1941 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
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广大官
兵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铸就了当年的

“陕北好江南”，唱遍了大江南北的《南
泥湾》正是描绘这个时期的南泥湾。

作为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每年
都有大量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旅游观
光，希望一睹“陕北好江南”的风采。
可当地人听到的却常常是抱怨和失
望，有的游客甚至坐车经过了南泥湾
好久才发问：“南泥湾到底在哪里呀，
怎么一直都是连绵的黄土？”

南泥湾“陕北好江南”的光景早已
不在，大量稻田荒芜，种植面积一度不
足 500 亩。归根结底，这是由于近几
十年来，当地水位的不断变化，加之传
统耕作方式效率低下造成的。

当地三台庄的村民王福亮说：“这
里的地都荒废了十几年了，树和草长
得好得很，就是种稻子活不了。”

据介绍，由于当地特殊的地形，地
下水位本来就偏高，近几十年来，由于
雨涝增多加之排水不畅，使得原有的
稻田变成了很深的湿洼地，给种植带
来极大困难。

当地农场职工卜凤龙也说：“我们
这儿地下水位高，又没有排水系统，稻
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稻子根本没办法
生长。稻田里平时淤泥有一米左右
深，人一进去就能没到大腿处，更别说
普及机械化耕种了。过去，我们都把
南泥湾叫‘烂泥湾’，农民宁愿不要国
家补贴也不愿种地，因为一年下来根
本没有收成，生活水平自然上不去。”

为了改善当地环境，造福于民，让
“烂泥湾”重现当年南泥湾的好风光，
陕西省和延安市决定对南泥湾土地进
行大规模综合整治，以利于提升耕地
质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生
态环境，增加农民群众收入。

整治的重任最终落在了陕西省土
地工程建设集团身上。

“南泥湾地区除了土层厚度差别
大以外，最大的整治难点还在于解决

‘水多’的问题。”韩霁昌向记者介绍
说，“由于地质条件特殊，地下水位过
高，南泥湾存在大量无法耕种的盐碱
地和下湿地。如何‘排’，如何‘灌’，是
整治中最关键的问题。”

南泥湾土地整治项目总建设规模
为 8800 余亩，包括阳湾沟、九龙泉沟
两 个 子 项 目 ，地 建 集 团 最 终 确 定 了

“集中连片、配套齐全，稳产高产、持续
高效”的设计理念，在注重保护生态的

同时，通过系统的创新技术和工程措
施，让土地核心区域能够种植稻田，打
造景观农业。

“土地厚度差，也就是能生长植物
的实际土层厚度。在南泥湾地区，不
同区域的土地，其实际土层厚度相差
很大。”陕西地建南泥湾项目部经理陈
田庆介绍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陕西地建使
用了普探技术。陕西地建南泥湾项目
部经理陈田庆告诉记者，科研人员通
过普探技术探测出不同区域土层的厚
度，将土层厚度相近的田块划分到一
起。同时，利用机械作业提升这些土
层厚度相近田块的平整度。

“这样一来，土地的使用更为科
学，土地使用率也得到提升。田块因
为土层厚度统一，因此集中连片，也提
升了机械化耕作的水平。”陈田庆说。

在解决关键难点“水多”的问题

金秋十月，正是水稻收获的季节。
在南泥湾镇九龙泉村的千亩水稻种植
基地，稻谷联合收割机、水稻专用拖拉
机、农用三轮车在稻田中穿梭作业，收
割、脱粒、卸仓、装车、运输……一派繁
忙的秋收景象。

“以前都是小块种植，人工插秧、收
割，用人多，耗时长。现在全部都用机
器，一天可以收割 60 多亩。”正在现场
指挥收割的延安南泥湾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高玉峰高兴地说，“土
地变好了，我们农民的腰包也鼓多了。”

为了让南泥湾的土地能够实现可
持续发展，陕西地建的研究人员为这片
土地提供了“终身服务”。他们在南泥
湾整治好的田地里进行一年的试种，并
在水稻的 4 个~5 个关键的生育期内检
测土壤成分，使之达到标准之后才会交
由合作社进行管理。此后的每年，科研
人员都要分期检测改造后的土壤成分，
土地缺什么，就补什么。这不仅是对土
地负责，更是对农民负责，对国家粮食
安全负责。

据高玉峰介绍，正是看到南泥湾土
地修复后的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延安南
泥湾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千余
万元，在南泥湾九龙泉村整合 3000 多
亩农田，购置插秧机、水稻专用拖拉机、
水稻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化机械，在以九
龙 泉 川 道 为 核 心 的 示 范 区 栽 植 水 稻

1600 余亩。
“机械化装盘播种育苗，泉水浇灌、

机械化插秧，施用农家肥……南泥湾天
然无公害水稻平均亩产 800 多斤，其稻
谷品质经权威机构检验认定为绿色食
品，每亩收入在 4000 多元，实现了优质
和高产。”高玉峰笑着讲道。

“我们的工程从开始实施的时候就
确定了‘三个结合’的目标。”陕西地建
南泥湾项目部经理陈田庆对记者说，

“第一个结合是与高标准现代农业产业
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与红色历史文化
旅游相结合；第三个结合是与民生经济
相结合。通过南泥湾项目建设，我们探
索出了土地整治新模式，实现了治沟保
生 态 ，造 地 惠 民 生 ，再 造‘ 陕 北 好 江
南’。”

土地的改善不仅使南泥湾地区农
民的收入明显提高了，同时也为当地实
施退耕还林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如今的南泥湾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71％提高到目前的 83％，年
降雨量增加了近 100 毫米。2015 年，南
泥湾申报国家湿地公园获得成功，填补
了陕北地区没有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空
白。

南泥湾，这个无数人前来寻根和表
达崇敬之意的地方，在求解“要绿水青山
还是金山银山”这一难题上，以自身的沧
桑变迁，给出了“共生共赢”的答案。

整治难度高 科技帮大忙

昔日好风光 又变烂泥湾

上，科研团队在传统排水的基础上，对
土壤持水和土壤壤中流进行反复研究，
最终形成了一套截沟治水的方法。

在田块落差较大处开挖截水沟，截
断上游与山涧来水，同时，控制截水沟
水位，调节地下水。截水沟做到了“旱
时蓄，涝时排”，解决了沟道下湿地无法
耕种的难题。

截水沟建好后，科研人员又将截水
沟、排洪沟与灌溉系统相连，形成高效
灌溉排水系统。“灌排一体化的好处是，
旱时将主干渠的水引入截水沟，涝时又
能将多余的水通过截水沟引入主干渠
抽走。”陕西省土地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王欢元说，“这样将‘拦、蓄、排’三者相
结合，科学布设拦水坝、蓄水池、灌排设
施，沟渠相连，解决了水源和灌溉排水

问题。”
为保护南泥湾的生态系统，科研团

队从细节入手，花足了心思。他们通过
合理规划，使得土地整治区内的河流、
库塘与稻田里的水进行互补，形成良性
的水生态循环。为了保持田块间的生
态平衡，科研团队在每条灌排一体渠上
铺设了盖板，这些盖板一方面便于田块
间生物的通行，丰富农田的生物多样
性；另一方面，便于行人游客深入田块
间，提升了生态旅游品质。

经 过 3 年 多 的 努 力 ，现 在 的 南 泥
湾，土地集中连片、配套齐全、稳产高
产。水田由原来的 30 多亩低标准改增
为 1500 亩高标准，其他地类改为高标
准 水 浇 地 ，共 恢 复 弃 耕 土 地 超 过
4000 亩。

土地增肥力“终身服务”强

绿土地

□地方案例

谁生产谁回收 废弃农膜获新生

多措并举修复污染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