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危险废物处置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危险废物处置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危险废物处置领域依然存在
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加强监管，做好长远布局。今年两会上，政协提案中也提到了危废处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那
么，应该如何加强危险废物监管能力，创新管理办法？本版特刊发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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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凛冽的寒风中，采样人员
已经站立了 3 个小时。挖断的两
根木铲下，是一份带着冰渣的土
壤样品。这是北京市按照“土十
条”要求，全面启动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工作后，首份采集到的农用
地土壤样品。

系统内整合联手

建立健全详查机制
2017 年 7 月 31 日，环境保护

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
卫生计生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动员部署
视频会议，此次会议成为北京市土
壤详查工作启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7年 12月 18日，记者跟随采样
员见证了第一份土壤样品的挖掘。
2018年 1月底前，北京市固体废物
和化学品管理中心首批完成了117
个采样点的土壤样品采集、流转、制
备、保存、检测工作，其质控实验室
对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北京市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全面进入
具体实施阶段。

“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
管理中心利用建立团队机制、制
定‘2+3’方案、详查农业企业用
地、公开招标等方式建立了详查
工作清单，并逐一落实。”北京市
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主任
唐丹平说。

“土壤详查是需要强大的团
队意识和完善的机制才能完成的
一项庞杂工作。”唐丹平感叹道，

“北京市为此特别成立了以主管
市领导为组长、各详查承担单位
主管领导、各单位土壤详查工作
牵头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详查工
作小组，并建立了专家咨询委员
会，健全了详查协调机制和沟通
联络机制。我们负责详查牵总工
作，监测中心承担详查质控工作，
环科院负责土壤样品制备和流转
工作。”通过在北京市环保局系统
内 整 合 联 手 ，打 通 详 查 机 制 的
经络。

其次，是要制定方案，明确服
务首都的功能定位。唐丹平说：

“土壤详查的工作重点是‘2+3’
方案。‘2’即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两项国家规定动作，‘3’是
工业园区、未利用地、土壤环境背
景点 3 项北京市自选动作。‘2+3’
方案不仅服务了首都城市功能的
定位，也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北京
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技术
支持。”

建立专家库

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
说起农用地详查工作，唐丹

平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和同志们在

烈 日 下 奋 战 的 日 子 。“300 多 人
次、11 个工作日，我们对全市 14
个区（除东城、西城、开发区外）的
400 多家企业及其周边主要耕地
和林地范围内 3000 多个点位进
行逐一踏勘，在全国率先完成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单元和点
位布设工作。市（区、县）各单位
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建立了
一套包括信息核查、污染范围确
定、详查单元划定、详查点位布
设、现场点位确认与再调整等工
作步骤在内的农用地点位核实布
设标准化工作流程，确保高质高
效、精益求精。”

在企业用地详查方面，详查
工作结合北京市污染场地环境管
理经验，制定了北京重点行业企业
补充、筛选原则，以环境保护部下发
的重点行业企业名单为待核查对
象，通过乡镇、区级、市级的三级补
充、核实、筛选，形成北京市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疑似污染地块初步名
单。“固管中心也创新性地在农用地
详查点位布设、核实阶段，再次启动
企业信息补充、核实工作，通过三级
筛查二次核实，最终形成北京市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名单。”唐丹
平说。

如何确保详查工作中的质控
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通过
公开招投标方式，北京市固体废
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确定了承担
农用地详查的两家样品采集单位
和两家检测实验室，以及承担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的 5 家调查
采样单位和两家检测实验室。对
此，固管中心有着严格的规定。
唐丹平介绍，“所有参与详查人员
必须经过培训，采用闭卷考试合
格后方可上岗的方式确保工作质
量。固管中心已累计培训相关技
术人员 432 人次。印发《北京市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工作方案》，建立北
京市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控专家
库和质量监督检查专家库，强化
全过程质量控制。”

2017 年，按照北京市土壤详
查工作清单，各项工作已顺利完
结。这份清单的完结，离不开北
京市环保局、北京市农业局、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规划国土
委、区环保局和乡镇政府等各单
位的通力合作。

唐丹平表示：“下一步，北京
市土壤污染详查工作中，‘2+3’
方案仍是重点。2018 年我们将
全面完成农用地详查，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详查完成过半，3 项北
京市自选动作全面启动。北京必
将打好新一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攻
坚战。”

木铲断了，挖出带有
冰渣的土壤样品

——北京市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侧记

◆本报通讯员张雪晴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进行时

山东省环保厅要求，各
市环保部门应把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评估纳入对地方环
境 保 护 绩 效 评 估 的 指 标 体
系。各市、县环保部门要依
据国家、省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考核、评估工作方案，制
定辖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评估实施方案，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评估的主体单
位，落实责任分工。各级环
保部门务必强化严谨务实的
工作作风，认真评估、汇总数
据材料，防止弄虚作假，确保
上报数据材料真实、可靠。

吴松民告诉记者：“对危
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评级
为 A 或者企业抽查合格率高

于 90%的市、县，省、市环保
部门分别通报表扬，对评级
为 C 或者企业抽 查 合 格 率
低 于 60% 的 ，省 、市 环 保 部
门 分 别 通 报 批 评 ；情 节 严
重 的 ，可 采 取 挂 牌 督 办 、约
谈当地政府负责人等措施，
敦促地方政府与部门落实监
管责任。”

山东部署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
考核细化到县级，考核企业数量增大，明确了对覆盖行政区域的要求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图为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
行动现场。王学鹏 徐立文葛言摄

“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危险废
物监管责任，推进危险废物监管能力建设，持续
促进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以下简称“产废单位”）
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落
实处理危险废物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法
律制度和相关标准规范，全面提升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水平，确保环境安全。”这是山东省环
保厅近日下发的《山东省“十三五”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提出
的总体要求。

山东省环保厅固废与土壤环境管理处处长
吴松民告诉记者：“《评估办法》结合山东实际，有
几个创新点。一是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
查考核工作方案中没有县级考核，山东省增加
了县级考核；二是与国家考核方案相比，增加了
抽查产废和经营单位比例，考核企业数量增大，
同时增加了对覆盖行政区域的要求，样本代表
性更强。三是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
合格率’纳入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
标体系后，可直接采纳每年对 17 市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评估工作评级指标中的抽查合格
率结果。”

据了解，从 2018 年起，山东省各市环保
部门将按照《山东省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
估工作评级指标》（以下简称《评级指标》）进行
自评打分，总结本年度规范化管理评估情况，制
定下年度评估工作方案或计划。每年3月底前，
省、市环保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分别公开上一年
度对各市、县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近年来，山东省加快推
进危废处置设施建设，全省
年利用处置能力达到 681 万
吨，其中利用 579 万吨、处置
102 万吨。17 市均建设了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医疗废物
处 置 能 力 约 200 吨/天 。 全
省建成 4 家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 拆 解 企 业 ，处 置 能 力 为
821万台/年。

但 由 于 全 省 涉 危 废 企
业 众 多 ，县 级 监 管 队 伍 力
量 薄 弱 ，实 现 防 控 全 覆 盖
存 在 很 大 难 度 ；全 省 危 废
综 合 处 置 能 力 不 足 ，危 废
贮 存 、处 置 压 力 明 显 加 大 ；

全 省 现 有 100 多 家 经 营 单
位 ，多 为 处 理 氰 化 尾 渣 、废
矿 物 油 或 综 合 利 用 某 种 单
一危废。

为加强全省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深化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评估办法》明确实
行分级评估，以市级环保部
门为主组织评估。

县级环保部门对辖区内
产废单位和经营单 位 检 查
评 估 ；市 级 环 保 部 门 对 县
级 环 保 部 门 进 行 评 估 ，对
产 废 单 位 抽 查 评 估 ，对 经
营 单 位 进 行 检 查 评 估 ；省
环 保 厅 对 市 级 环 保 部 门 进

行 评 估 ，对 产 废 单 位 和 经
营单位进行抽查评估，对各
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情况
进行抽查。

通过建立分级制度，解
决防控覆盖等难题，将助力
管理更加规范。

“各级环保部门均需按
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
标体系》对产废单位和经营
单位进行评估，并填写《被抽
查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记 录 表》。
评估可结合季度、半年、年终
检查进行，也可结合环保专
项行动、‘双随机、一公开’等
进行。”吴松民说。

■实行分级评估，三级各有侧重

■明确评估要求，确保取得实效

图为北京农用地土壤详查
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现场

《评估办法》指出，在省
级评估中，对各市经营单位

（含省级许可的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市级许可的医疗废
物处置单位）抽查数量不少
于 5 家。若经营单位总数不
足 5 家时，则全部评估，评估
结果计入产废单位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对
各市抽查不少于 5 家省级重
点产废单位。对其他产废单
位 ，各 市 抽 查 不 少 于 两 家 。
辖区不足 5 个县级行政区域

（含），抽查的单位应覆盖不
低于 80%的县级行政区域；
超过 5 个县级行政区域的，
不低于 60%。

市级评估要将辖区内持
证企业（含省级许可的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废铅蓄电池
收集站和市、县级许可的医
疗废物处置单位、废矿物油
或废镍镉电池收集单位）全
部纳入评估。抽查市级重点
产废单位不少于 60 家，若市
级 重 点 产 废 单 位 总 数 不 足

60 家时，则全部评估。其他
产 废 单 位 抽 查 不 少 于 10
家。抽查的单位应覆盖各市
所有县级行政区域。

县级评估要将辖区内持
证企业（含省级许可的危险
废 物 经 营 单 位 、废 铅 蓄 电
池 收 集 站 和 暂 存 点 ；市 、县
级 许 可 的 医 疗 废 物 处 置单
位、废矿物油或废镍镉电池
收 集 单 位）全 部 纳 入 评 估 。
评 估 全 部 市 级 重 点 产 废
单位。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追究

中国环境报：研究国外废
弃 物 焚 烧 飞 灰 和 底 渣 意 义
何在？

彭政：废弃物焚烧产生的
飞灰和底渣中含有重金属和二
噁英等有毒污染物，焚烧灰渣
的管理处置关乎人民健康和环
境安全，管理处置不当将造成
次生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研
究发达国家废弃物焚烧飞灰、
底渣管理和处置技术情况，与
我国管理处置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从而能为我国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

中国环境报：发达国家如
何对飞灰进行有效处置利用？

彭政：飞灰无害化控制主
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从源头破
坏 去 除 污 染 物 ，即 削 减 污 染
源；二是降低污染物迁移性，
即 切 断 暴 露 途 径 。 飞 灰 的 环
境 与 健 康 风 险 主 要 来 自 于 其
中 富 集 的 重 金 属 和 二 噁 英 。
二 噁 英 虽 然 毒 性 较 强 ，但 在
飞 灰 中 含 量 甚 微 ，且 水 溶 性
极 低 ，控 制 其 迁 移 相 对 容
易 。 重 金 属 在 飞 灰 中 含 量 较
高 ，且 遇 水 易 溶 出释放，是环
境风险控制的重中之重。飞灰

中同时也含有硅、钙、铝、镁等
作 为 建 材 生 产 有 用 的 原 料 成
分。因此飞灰处置利用首先应
遵循无害化原则，在此前提下
再考虑回收综合利用问题。

目前，美国、加拿大和除德
国 以 外 的 欧 盟 国 家 主 要 采 用

“稳定化固化+填埋”的方式处
置焚烧飞灰，瑞士将飞灰中金
属分离提取后再进行填埋。德
国的焚烧飞灰通过废弃岩盐矿
储 存 。 日 本 主 要 通 过 高 温 熔
融、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生产
生态水泥或普通水泥，但由于
熔融方式能耗成本过高，日本
不再新建熔融飞灰处置设施。
在 飞 灰 建 材 生 产 的 综 合 利 用
中，要求对飞灰进行繁琐的前
处理，其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
显 著 高 于 传 统 的“ 稳 定 化 固
化+填埋”处置方式。

中国环境报：发达国家对
焚烧底渣如何资源利用？

彭政：底渣中仍然存在重
金属的问题，但经过高温焚烧
过程后，一定程度上可对其产
生稳定化的作用。底渣的主要
组成为灰分、石子、玻璃、陶瓷
和金属等。德国、瑞士、荷兰等

国对底渣中铁、铝、锌等金属进
行了回收利用。

欧盟国家中除瑞士将底渣
归类为反应性物质外，其他欧
盟国家均将处理后的底渣应用
于道路路基材料、降噪墙、筑堤
的 内 部 基 材 或 水 泥 生 产 的 集
料，以及用于生产人行道砖、瓷
砖 等 。 荷 兰 和 丹 麦 将 近 乎
100% 的 底 渣 用 于 道 路 建 设 。
比利时主要将底渣用作再生建
材，德国将 90%的底渣用于道
路建设，法国将 80%的底渣用
于市政工程建设。这些国家都
对利用底渣特定用途所需要满
足的特性和质量进行了规定，
在底渣综合利用前，需要相关
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许可。

中国环境报：我国与发达
国家在焚烧灰渣管理处置方面
有哪些对比？

彭政：目前，我国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主要通过稳定化、固
化+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的方
式 处 理 。 在 焚 烧 飞 灰 综 合 利
用方面，有关企业开发了“飞
灰 水 洗 + 水 泥 窑 协 同 处 置 技
术”和“飞灰烧结生产轻质骨
料处置技术”，均可实现万吨

飞 灰 年 处 理 能 力 。 上 述 飞 灰
综 合 利 用 技 术 均 能 有 效 实 现
飞 灰 的 无 害 化 和 资 源 化 ，并
且 缓 解 对 填 埋 场 的 需 求 ，但
在 设 备 投 资 和 运 行 成 本 方 面
都 不 同 程 度 地 高 于“ 稳 定 化
固化+填埋”处置方式。

由 于 缺 乏 有 效 激 励 政
策 ，综 合 利 用 处 置 技 术 推 广
应 用 进 展 缓 慢 。 此 外 ，我 国
存 在 大 量 闲 置 的 废 弃 盐 矿
井，目前尚未进行相关开发利
用。但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仍
不同程度 地 存 在 由 于 焚 烧 飞
灰非法倾倒、非法处置利用导
致的污染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
问题。

与欧美日管理要求进行对
比，我国只是将焚烧底渣作为
普通废物对待，由于焚烧底渣
仍存在一定污染物浸出风险，
不加限制的底渣利用处置和堆
放存在一定环境风险。我国在
底渣资源化利用方面，主要对
铁质成分回收，其他有色金属
没有有效回收利用；此外，也缺
乏相关资源回收利用技术。

中国环境报：在焚烧灰渣
管理方面，发达国家的做法带

来哪些启示？
彭政：一是加强焚烧飞灰

管理处置的监管。废弃物焚烧
企业要将飞灰的产生、贮存、利
用、处置等情况纳入生产记录，
做好管理台账。环保部门定期
对废弃物焚烧企业飞灰管理进
行审核、监测，每年定期将监测
情 况 向 社 会 公 布 ，接 受 社 会
监督。

二是因地制宜确定飞灰处
置方式。我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优
先考虑飞灰综合利用技术，以
安全填埋为辅；中西部欠发达
地 区 则 应 采 取 以 安 全 填 埋 为
主 、资 源 化 利 用 为 辅 的 处 置
方式。

三是开展岩盐矿焚烧飞灰
贮存研究。可借鉴德国经验，
开展地质构造、环境风险等方
面可行性研究，探索危险废物
的深井贮存技术。

四是关注焚烧底渣综合利
用的环境风险。调研评估我国
焚烧底渣处置和利用情况，摸
清我国污染物环境释放特性和
底渣成分特性，结合我国情况，
提出适合区域特征的底渣处置
利用策略。

国外如何处置废弃物焚烧飞灰和底渣？
——专访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彭政

◆本报记者张春燕

相关链接

枣强5企业签下“净土”责任书

编者按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张
斌衡水报道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
县政府网站近期公开了县政府与
5 家重点企业签订的土壤污染防
治责任书。责任书中明确了企业
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主体责
任和具体要求，这标志着枣强县

“净土行动”拉开序幕。
据了解，责任书中明确了企

业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防 治 承
担主体责任。造成土壤污染的
单位或个人须承担治理和修复
的 主 体 责 任 ，且 土 壤 污 染 的 治
理和修复责任不会随着责任主
体 的变更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而发生灭失。

除明确主体责任外，责任书

还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对
土壤污染隐患的排查、整改，并有
效防范新改扩建项目、拆除活动
以及危废贮存、运输对土壤造成
的直接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
政府每年都将组织相关部门对企
业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也将向社会
公开。

目前，枣强县“净土行动”实
施方案已初步敲定。枣强县将有
效整合全县 41 个土壤污染防治
成员单位的力量，对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涉及的 9 个方面、28 个类
别、50 个小项的工作责任、具体
措施、完成时限等内容进行分解、
细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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