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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南省三亚市建设“无废城市”的重要保障项目，三亚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

设置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接收三亚市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垃圾经过分区、堆高发酵

并投炉燃烧，为生产生活提供绿色电能。在垃圾处理方面，三亚市实现了从垃圾填埋到

焚烧的转型升级，也让垃圾实现了从废弃物到能源的蜕变。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本报通讯员 黄振庭

大面积的绿化、清新的空气、整齐的建筑

和干净的路面，让人感觉仿佛置身花园之中，

而这实际上是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循环经济产

业园内的光大环保能源垃圾焚烧发电厂厂

区。在环卫部门的调度下，市政专用垃圾车

会把三亚市每天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统一

送到焚烧厂，倒进垃圾仓，厂里的工作人员再

将垃圾进行分区、堆高发酵并投炉燃烧。

2019 年 4 月，三亚市入选全国首批“11+

5”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循环经济产业园

区是三亚市建设“无废城市”的重要保障项

目，园区内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推进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如今，在垃圾处理方面，三亚市实现了从垃

圾填埋到焚烧的转型升级，也让垃圾实现了

从废弃物到能源的蜕变。

循环利用，废弃垃圾变绿色能源

走进三亚市循环经济产业园，记者看到，

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建设的三亚市

垃圾焚烧发电厂稳定运转，为三亚市提供了

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处理服

务。在吊机控制室，一个可以存贮两万吨垃

圾的巨大垃圾仓赫然立于眼前，记者与垃圾

仓仅隔一层玻璃，却闻不到任何异味。

“其实，垃圾仓里的味道非常难闻，但整

个厂房在工作状态下是完全密闭的，并且应

用了‘负压技术’，将异味和有毒有害气体抽

进炉膛进一步处理，所以在垃圾山旁边，我

们却闻不到任何垃圾的怪味。”光大环保能

源（三亚）有限公司综合部工作人员田玉兰

向记者解释道。

据了解，三亚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总

处理规模为 2850 吨/日，年发电量约为 3.75

亿千瓦时，平均 1 吨垃圾可以发电 340 千瓦

时～350 千瓦时，基本能满足一个家庭 1 个

月的用电需求。

“除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外，在三亚市循环

经济产业园内，还有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医疗

废弃物处理中心、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等

7 个项目。”田玉兰介绍，这些项目可为医疗

废弃物、建筑废弃物、渗滤液处理以及将来的

布草洗涤等项目提供绿色电能和高品质蒸

汽，为项目之间协同耦合处理创造必要条件，

最终实现生活垃圾、餐厨、医废、渗滤液等各

类废弃物减量化。

变废为宝，三亚建“无废城市”

知名旅游景点蜈支洲岛，位于三亚市海

棠湾，是首批“无废景区”创建试点单位。这

里拥有碧海、沙滩、珊瑚礁等丰富的自然资

源，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度假，也一度由

于客流量大，经受了严峻的垃圾治理挑战。

近年来，蜈支洲岛大力改善垃圾处理设

施、推行绿色服务、建设智慧景区，提升景区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让垃圾实现变废为宝。

蜈支洲岛绿化部工作人员蒋祥玉介绍，

岛上建设了生活垃圾处理厂、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智能垃圾桶、垃圾分类收运车等，提高

了垃圾清理过程的规范性。在完成垃圾分类

后，环卫部门会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

送往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

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和焚烧发电技术转化为有

机肥料和清洁能源。

不仅如此，三亚市还积极推动建筑废物

循环利用项目的建设运营。该项目将建筑废

物经过分类、粉碎、筛分等工艺后制成再生混

凝土、再生砖、再生砂等建筑材料，实现建筑

废物的资源化利用。项目计划 2023年底建成

投产，届时将成为海南省首个建筑废物循环

利用项目，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绿色

支撑。

三 亚 市 信 用 信 息 中 心 主 任 张 利 明 表

示，下一步，三亚市将紧紧围绕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以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支撑，加

快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提升金属、

废 纸 、废 塑 料 等 再 生 资 源 分 拣 能 力 ，实 现

“无废城市”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目标。

努力实现垃圾循环利用，为生产生活提供绿色支撑

“无废城市”三亚如何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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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美丽生态，促和谐共生G

本报记者 北梦原

近年来，随着居民出行需求和出行结

构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公交发展面临严峻

挑战。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

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前公交行业遇

到的困境，提出 15 项具体举措，推进城市

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近年来，公众出行习惯发生深刻

变化，城市公共汽电车客流大幅下滑，城市

公共汽电车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行业可持续

发展面临挑战。

根据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

客运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2年全年完成

城市客运量 755.11亿人，比上年下降 24%。其

中 ，公 共 汽 电 车 客 运 量 353.37 亿 人 、下 降

27.8%。此外，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占比，也由

2020年的 50.7%下降至 46.8%。公交客流量对

应着公交票款收入，客流量的下滑使得公交

企业的经营性收入下降，一些地方的公交企

业陷入亏损。

同时，公交企业另一项资金来源——财

政补贴，也面临着一定困难，使得公交运营雪

上加霜。近年来，部分地方财政承压，对于公

共交通的补贴缩水、难以及时到位，一些地方

甚至出现公交停运的现象。

城市公交是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的社会

公益事业和重大民生事项，针对当前公交发

展困境，此次发布的《意见》，从完善城市公

共交通支持政策、夯实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基

础、加快落实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政

策、加强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 15

项举措。

在强化“输血”保障方面，《意见》提出，

要落实运营补贴补偿政策，包括要求各地合

理确定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标准，落实城市

公共交通作为市县级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

因地制宜建立并实施成本核算和补贴补偿

制度等。

同时，《意见》提出完善价格机制，包括要

求各地建立城市公共交通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对城市公共交通现有价格水平开展评估

并及时优化调整，对定制公交等线路实行政

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对长距离公共汽电

车线路探索采用按里程计价方式等。

落实补贴政策与完善价格机制，畅通了

公交发展的政策“输血”通道。而公交可持续

发展，不仅需要夯实“输血”机制，更需要创新

“造血”机制。

对此，《意见》提出，促进公交服务提质增

效。包括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网，促进城

市公共汽电车和城市轨道交通衔接融合，

鼓励发展微循环公交，支持开通定制公交，

优化定制公交管理流程，支持发展“公交+

旅游”服务模式，支持围绕主业拓展多元化

经营，鼓励提升适老化和无障碍出行服务，

保障运营安全等。

业内人士指出，《意见》提出的一系列

“输血”举措，将为公交行业的发展运营带

来明显改善，而一系列“造血”举措，还需要

各地各企业结合实际进行细化，并接受市

场的检验。

当前，自驾等私人交通出行比例不断

攀升，地铁等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网约车等

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传

统的公共交通发展运营模式迫切需要找到

新的方向和着力点，提升公交企业的服务

能力和水平。只有更好适应居民出行结构

变化，更好满足日渐升级的出行需求，城市

公交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实现公交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输血”也要“造血”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今年以来，在全

社会共同努力下，广东民生实事“放心消费

粤行动”纵深推进、深入民心。其中，在广东

省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广东省消委会不断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放心消费粤行动”系列巡回宣传活

动，目前已走进广州、佛山等多个城市，吸引

和带动各地优质企业纷纷加入放心消费“双

承诺”。

据统计，目前广东累计创建“放心消费承

诺单位”“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共计 7.64
万家。截至今年 8月底，广东共发展放心消费

承诺街区（商圈）69 个，新增放心消费“双承

诺”商家 2.5万家。

广东省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推进“放心消费粤行动”系列巡

回宣传活动走进全省更多城市，不断提升

“放心消费粤行动”知晓度和影响力，引导

更多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双承诺”活动，

全力营造人人愿消费、敢消费、乐消费的消

费环境。

广东已打造69个放心消费承诺街区（商圈）

10月15日，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中旗腰林毛都镇一家“粮食银行”，司机驾驶
运粮车卸粮（无人机照片）。

当下正值内蒙古通辽市秋收时节，通辽

市农村的大小收粮站全力收储粮食，同时推
出“粮食银行”业务，农户将收获的粮食存入
收粮站后，可根据粮价随时交易，大大方便农
户存粮、取现、兑换。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粮食银行”收粮忙

重庆出台12项措施促进家居消费
本报讯 （记者李国）近日，重庆市商务

委、市发展改革委等 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多

措并举促进和扩大家居消费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拟定了 12条具体措施促进和扩大

家居消费。

在增加家居消费新供给方面，《通知》提

出提质绿色消费供给、提质智能消费供给、丰

富适老消费供给等 3 条措施。包括鼓励家居

企业加强绿色、智能及适老化产品研发和生

产；鼓励开展智能家具消费体验节、老年房设

计大赛，丰富绿色、智能、适老化家居产品销

售场景；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对居民购买绿色

家居产品给予一定补贴等内容，多角度释放

家居消费市场潜力。

在拓展家居消费新场景方面，《通知》提

出创新消费业态模式、支持推动旧房装修、开

展家居促销活动等 3 条措施。包括鼓励加快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和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促进“互联网+家装”等新业态健康有序发

展；鼓励企业开展旧房翻新设计大赛，通过进

街镇、进社区、进乡村、进小区活动开展家居

以旧换新。

直径8.61米盾构机主轴承在长沙下线

本报讯 （记者王鑫 方大丰）日前，由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自主研制的直径 8.61米盾构

机主轴承在长沙下线。据悉，这是目前全球

直径最大、单体最重、承载最高的整体式盾构

机主轴承。它的成功研制，意味着盾构机主

轴承全面国产化，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技术

垄断。

“盾构机所用的主轴承，其重要性与电子

产品里的芯片相当，制造难度不亚于在米粒上

雕花。”该集团首席科学家刘飞香告诉记者。

为攻破难关，研制团队尝试上百种材料

和工艺，开展上千组理论校验和设计优化，在

自主设计、制造、试验 3 米至 7.6 米直径多规

格主轴承基础上，最终成功创制出这台重达

62 吨、可用于驱动 18 米超大直径盾构机、能

承受超万吨级载荷的全球最大直径盾构机主

轴承。

10月15日，位于国际会议中心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启动试运行。

新闻中心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设综合服务区、媒体
公共工作区、媒体专用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广播电视技术服
务区、科技文化互动展示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运行保障办
公区八大功能区。据悉，10月 16日至 18日，新闻中心将正
式运行。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甘皙）记者日前从国家邮政局举行的 2023
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9月底，全国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超过 90%，使用可循环包装的邮件快件

超 8亿件，回收复用质量完好的瓦楞纸箱超 6亿个，快递包装

绿色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初，国家邮政局研究提出实施“9218”工程，明确到年

底前，实现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90%，深入推进过

度包装和塑料污染两项治理，使用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件

达到 10亿件，回收复用质量完好的瓦楞纸箱 8亿个。全系统全

行业按照“禁、限、减、循、降”治理路径，推广电商快件原装直

发，推进纸类包装回收复用，快递包装“四化”水平稳步提升。

快递包装在减量化方面成效明显，全行业电子运单使用

基本实现全覆盖；包装箱瓦楞纸 5层减为 3层，减量达 40%；胶

带宽度 60毫米减至 45毫米以下，减量达 25%。重金属和溶剂

残留超标包装得到有效遏制，快递绿色包装发展稳步向好。

据悉，目前社会普遍认知上的快递废弃包装其实是由商

品包装、电商包装和寄递服务包装等混合构成的。其中，封套

和包装箱等纸质类包装废弃物，已通过社会化回收、网点回

收、驿站回收方式，其中 90%以上可实现资源化利用。此外，

由于可循环包装成本高和消费端回收难等因素，相比快递业

务量而言，可循环包装的使用占比整体较少。

循环化、减量化水平稳步提升

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超过90%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该局

日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上

线运行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信用修复

功能，助力经营主体高效便捷办理信用修复业务，有力促进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今后，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业务可全程

网上办理。

目前，公示系统可以向被市场监管总局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和实施行政处罚的经营主体提供网上提交信用修复

申请、实时查询修复进度、修复决定文书在线送达等便利化

信用服务。经营主体只需实名登录公示系统，即可实现足不

出户全程网上办理，免于在市场监管部门与经营主体登记地

之间的往返奔波，可有效降低经营主体的运营和时间成本。

同时，经营主体可以随时通过公示系统查询信用修复的进

度，进一步规范了信用修复的办理程序和工作时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

的，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

的义务；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未再受到市场

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信用修复功能的上线运

行，进一步丰富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信用监管工具供给，优化

了信用修复工作机制，将对促进经营主体信用环境的持续改

善发挥积极作用。

有效降低运营和时间成本

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业务可全程网上办理

本报讯 （记者周怿）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已于近日全部对外公开。第二

轮督察整改方案明确的 2164 项整改任务，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已完成 1398 项，完成率为 65%，其余整改任务正在有序推

进中。

督察整改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环节，是检验督察

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在督察整改期间，河北省、江苏省、内

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将督察整改作为重大任务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制定方案，建立机制，强化措施，狠抓

落实，督察整改取得明显成效，一大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其中，河北省积极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雄安新区容城县、安新县、雄县三县城区已累计完成雨污分流

管网改造 79公里，新建片区雨污分流建设随片区开发建设进

度同步推进实施。

江苏省启动新一轮太湖治理，完成沿江生态修复工程，太

湖蓝藻水华平均面积、最大面积分别下降 10.3%、46.8%，沿江

生态岸线占比提高到 64.1%。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一湖两海”以及察汗淖尔保护治理项

目 64 项，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水质保持稳定，察汗淖尔流

域生态环境稳定向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推进生活污水再生水利用，共建

成投运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 102座，已建成“冬

储夏灌”中水库（中水池）56 座，2022 年生活污水再生利用率

达到 43.4%。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情况公开
完成率 65%，解决一大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