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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10月19日电
记者 陈醉
通讯员 范奕齐 朱娇娇

在宁波鄞州区首南街道陈婆渡
菜市场忙碌的垃圾清运车，最近失
业了，抢它工作的是一台能就地吃
尽垃圾的“食品垃圾处理机”。

早上 6 时许，陈婆渡菜市场早
早开张，李小梅的蔬菜摊上转眼
堆起了一大堆残片废叶，她收罗了
一下，把废料扔进身后的绿色可
回收垃圾桶内，就像其他经营户
一样。

陈婆渡菜市场有 120 余个摊
位，服务周边上万人群，每天产生厨
余垃圾300多公斤。

换作以前，李小梅摊位和全市
场的垃圾都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4
时，才会有清运车来“接”走，“一到
夏天，像鱼肠、肉等垃圾放几个小时
就开始发臭，整个市场都有一股怪
味道。”

不过现在干净多了。早市过
后，摊位上一有装满的绿色垃圾
桶，就会被及时推进菜场东南角的
一个小屋子里，不作片刻停留。那
儿，一台两米多长、一米多高的方
形机器已等候多时，工作人员对垃
圾进行初步挑选，骨头、菜叶等有
机垃圾便从顶上的盖子处被倒进
机器内。4 个多小时后，再打开机
器盖子，倒进去的垃圾竟然神奇地
不见了。

垃圾去了哪里？
工作人员搬出一大袋荞麦壳，

奥秘就在这里。只见荞麦壳呈现黑
褐色，那是因为上面“种”了亿万个
分解能力超强的微生物。

“我们的原理跟填埋场一样，
只不过，他们是把垃圾埋在地下，

长年累月由微生物分化降解，而我
们把这个过程放在机器里加速。”
荞麦壳在机器里遇到垃圾，每 20 分

钟搅拌一次，充分与垃圾接触，再
加上机器加热，微生物便活跃了起
来，快速吃掉垃圾，最终变成一摊

水，从机器管道里流出，排到污水
管道里。

“食品垃圾处理机”的生产者宁
波德瑾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峰说，垃圾吃得干不干净，关键
在于微生物种类的配比，光配方试
验，他们公司就做了三四年。

不过，“食品垃圾处理机”在宁
波遇到了另一种挑战。宁波餐厨类
垃圾很大一部分是送到开诚公司资
源化利用，变成工业油脂和沼气。
如今白白变成了水流走，有人觉得
太浪费。

负责收运餐厨垃圾的绿环公
司算了一笔账，现在，每吨垃圾他
们 向 餐 厨 企 业 收 取 35 元 的 装 运
费 。 这 点 钱 其 实 远 远 不 够 付 运
费。宁波老三区市级财政会给予
每吨 40 到 45 元的补贴，再加上根
据年底考核成绩还有每吨 6 到 10
元不等的奖励，这样才能维持费用
平衡。

陈婆渡菜市场离垃圾处理中心
较远，运费和处理费是避不开的成
本。以前，菜场每天需要花大约
150 元垃圾运送处理费，这其实远
高于回收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而配备食品垃圾处理机后，日垃圾
处理成本仅为50元。

“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不
应该单一化，而应多种方式结合，实
现垃圾减量和回收利用。”宁波环保
部门的相关人员举了个例子，在上
海，有些小区也进行了垃圾就地处
理，约可给城市垃圾运输减量 30%
左右，节约了成本。

他认为，陈婆渡菜市场的“食品
垃圾处理机”，只是小试牛刀，未来，
这样的机器可以更多进入有条件的
大酒店、社区等，就地解决有机垃
圾。

鄞州“食品垃圾处理机”就地消化菜场垃圾

吃进垃圾 吐出“清水”

本报讯 （记者 戴睿云） 雾霾
重新袭来，让每个杭州人都皱起眉
头。治理大气污染，到底有怎样的
解决措施？10 月 17 日晚上，杭州公
述民评的面对面问政“治气”电视直
播专场，杭州市环保局、市建委、市
城管委以及拱墅区、下城区等 11 家
相关单位、区县“一把手”或分管领
导，接受了群众“考问”。

首个在现场曝光的，是和睦小
学环境监测站的空气质量问题。去
年这个监测站的 PM2.5 指数排在全
市第 4 位，而今年 1 至 9 月，该站的
数据却成了倒数第一，这是为什么？

对此，拱墅区副区长王牮解释，
监测站周边有 17 个工地，附近的通
益路又是杭州北部的主干道，工程
车辆进出频繁，附近还有 3 个企业
是重点污染监控点，工地建设和运
输扬尘成为空气质量差的主因。作
为拱墅区的重点监控区域，还出现
这样的情况，王牮直言很惭愧。今

年4月1日，杭州出台了文明施工管
理办法，明确要求运输车辆必须冲
洗干净，密闭运输，但在执行过程中
效果却不如预期。

一位政协委员还做了统计：杭
州 3000 多个建设工地，今年就发
出了 1000 多份整改单，但工地扬
尘现状仍未有很大改善。这位代
表质疑，工地扬尘管理到底有效
吗？“我们必须加大监管的力度和
频次。按照行业规定，最高罚款是
5 万元，违法成本还是太低。”杭州
市建委副主任裘新谷说，杭州已在
试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今后发过
整改单的企业，就会在杭州的信用
体系内留下污点，信用评价直接下
降。现在信用结果已经可以得到
应用：第一，根据企业每次的信用
分，确定其能否参与政府投资的承
包项目；第二，企业违法的信用还
和招投标信用挂钩。企业再不重
视对大气等环境的保护，将自食其

果。
杭州的大气污染中，机动车尾

气污染贡献大，而黄标车的尾气污
染物占到了所有机动车的三分之
一。一辆黄标车在路上跑，它排出
的 PM2.5 相当于 30 辆绿标车的总
和。“本地黄标车我们现在怎么管？
外地黄标车现在管理到什么程度？
本地黄标车转成外地牌照流入杭州
怎么处理？”一位政协委员犀利提
问。

对此，杭州市环保局局长胡伟
带来了好消息：明年杭州将全部淘
汰本地黄标车，“目前，全国只有偏
远地区才允许黄标车登记，所以本
地黄标车要通过外地牌照流入杭
州，还是有困难的。到 2017 年全国
将全面淘汰黄标车。”

对于外地黄标车，由于黄标车
信息还未形成全国联网，目前杭州
的管理方法主要是靠交警的现场执
法。“今年以来，我们一共查处了外

地黄标车驶入限行区域 11512 辆，
本地黄标车驶入限行区域查处了
42434 起。一个好的趋势是，黄标
车查处的案例在下滑，1 月每天有
700 多起，现在每天才 100 起左右。”
杭州市公安局交警局副局长董佑华
说。

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车怠速
时会比行驶时排出更多尾气。一
位民评代表抛出问题：有不少公
车，停着不开，还要夏天吹冷气，冬
天吹暖气，徒增空气污染，怎么管
好？

“一方面要呼吁，一方面要加强
监管。”胡伟介绍说，在很多发达国
家，三分钟熄火已经成为共识，不论
私车公车，都会自觉遵守。胡伟介
绍说，今年年初杭州市对大气污染
防治进行立法的时候，已经把三分
钟熄火写了进去，但还只是停留在
建议层面，因为实际操作存在难度，
而对于公车，则需加强内部监管。

公述民评治理大气污染

杭州治气，监管更严

工作人员正往处理机内倾倒厨余垃圾。 陈醉 摄

滕昶

为治堵，杭州又推出了 15 条公
交专用道，双向里程达到 80 公里。
如今，杭州有约 270 公里的公交专
用道。公交车跑得欢了，但不少私
家车主却抱怨起来——划公交车专
用道究竟是治堵还是添堵？原来，
今年杭州有 4 条单向两车道的道
路，也被划上了公交专用道。这样，
原本就拥挤的道路，变得更堵。

傍晚时分，有记者专门对中河
路一处两车道的路段进行观察：公
交专用道很空，最多时只有三四辆
车在等红灯，但隔壁的普通车道却
排起长龙。晚高峰期间，在单向三
车道的庆春路上，两个普通车道也
一直处于饱和状态，而在专用道上
的公交车基本可以顺利驶过路口。

回过头看，设立公交车专用道
的初衷，是为了落实“公交优先”战
略，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杭州交警部门就解释了，对于单向
三车道的道路，每小时行驶的公交
车数量超过 160 辆，才会划公交专
用道。此外，一辆搭载了五六十位
甚至更多乘客的公交车，其运输效
率显然要比私家车高得多。

道路资源有限，为了保障公交
车畅行，势必需要私家车让渡部分
路权。但是按照设想，这样的让渡
应该能引发正循环——当公交车的

通行效率远高于私家车时，会有人
放弃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道路拥
堵状况便能得到缓解。

但是目前看来，理想状态似乎
并没有出现。今年上半年，杭州市
的公交分担率提升 1.82%，完成了
全年任务的一半以上，却并没让市
民明显感受到拥堵有所缓解。而限
牌后，杭州人买车的热情却依然高
涨。10 月，“浙 A”车牌的总申请数
超过 51 万份，比 9 月增加了 5 万余
份。公交专用道越设越多，公交车
越跑越快，为什么人们依然不愿放
弃私家车？

究其原因，公交车线路设置的
合理性，也是影响其运输效率的重
要因素。在杭州，一些线路的公交
车重复系数过高，另一些地段却少
有公交线路抵达。公交车快则快
矣，如果不从自己家门前过，或者不
能把自己送到单位，亦是徒劳。其
实，当下道路拥堵、停车费越来越
高，开私家车出行早已不是什么赏
心乐事。若家门口有方便、快捷又
舒适的公交车，相信会有更多人把
私车钥匙束之高阁。

目前，杭州市正在就全市公交
车乘坐情况进行调研，并计划通
过三到五年时间，建立公共交通
模型。相信进一步的科学规划，
公交线路能满足更多市民的出行
需求。

公交车何时过家门
民情同期声

本报青田10月19日电（见习记
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张尚伟）“如
果今天没有拿到村里的证明，我就赶
不上学校助学补助申请了。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在东源镇五星村的便
民大厅，年轻姑娘小艾不停地向工作
人员道谢。

原来，小艾今年刚考上大学。
由于家里条件困难，她向学校申请
了贫困助学补助。但是，办理该补
助需要学生家庭所在村的贫困证
明。小艾得到这个消息时，已是周
六，学校要求周一就要上交材料。
周末一般都不上班，这可怎么办呢？

带着这份担忧，小艾给村党支
部书记周放民打了电话。一听到这
个情况，周放民笑了。他神秘地对
小艾说，你可以来村委办公楼“碰碰
运气”。小艾立马跑到了村委办公
楼，只见办事窗口前人头攒动，一点
没有休假的样子。小艾将自己的情

况说明后，工作人员很快给她办好
了证明。

从 2008 年起，五星村就开始实
行365天无休值班制，每天都有3个
人值班，风雨无阻。谈及为什么这
样做的缘由，周放民告诉记者，这是
由五星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2002
年，下堡村、油山村、武池村、兴源小
区等村合并到五星村之后，接纳了
近 700 多名移民。这些移民刚到五
星村，人生地不熟，在很多方面都需
要帮助。为了及时解决他们的问
题，让大家在五星村感受到“家”的
温暖，村两委经过商讨，决定实行全
年无休值班制。

为了让每个党员、干部能真正
落实该制度，周放民以身作则。一
年到头，他每天都到村委办公楼上
班。“只要有事情，我们都会第一时
间来这里。”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
心里。

青田东源镇五星村

全年无休办实事

本报桐乡 10月 19日电 （市委
报道组 张潘丽 记者 陈培华） 坐
在百年桂花树下，闻香品茶；走进老
字号丰同裕染坊，端详一块块别致
的蓝印花布⋯⋯两天来，100 名来
自江浙沪三地 12 所院校的大学生
用脚步和眼睛丈量桐乡。

百名大学生从千年古镇石门镇
出发，通过游览观光、互动体验、文
化学习等方式，领略桐乡的旅游风

貌。他们走读运河湾“疆界碑”、听
本土作家陈剑宏畅谈《吴根越角的
由来》、观看桐乡特色的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三跳、畅游乌镇等。在大
学生走读桐乡期间，他们通过报纸、
电视、微信等渠道，参与“我读桐乡”
的活动。受邀大学生晒出各种创意
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按人气
截图的形式参与抽奖，评选出“走读
桐乡代言人”。

百名学生走桐乡

10月18日下午，全国首届古镇民谣音乐节在江山市廿八都古镇举行。纳西民
谣、苗家山歌以及舟山渔歌号子、景宁畲歌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民谣，在这里欢快
唱响。 杨振华 何双伶 郑积亮 摄

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温君凯

10 月 18 日至 19 日，“武义好味
道”广场宴在熟溪桥头火热开席，武
义肉麦饼、宣平馄饨、曳坑油豆腐、
畲家艾糕、武义醋鸡等几十种极具

武义地方特色风味的小吃、菜肴轮
番上阵，吸引了 5000 多位市民和游
客前来品尝“舌尖上的武义”。市民
和游客竞相在“谢家馄饨”摊点前排
队购买新鲜出锅的宣平馄饨和卷
饼。

武义味道受欢迎

梁国瑞

省督查组在各地督查“三改
一拆”、“五水共治”工作时发现，
省内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开发区，在执行拆违、治水等
任务时，工作推进缓慢，甚至对自
身放低要求。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决心，在开发区却常常大打折
扣。

开发区是在国内生产力不
足、资金和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和
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设立
的，作为推动改革开放、技术创新
的载体，已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
标志之一。但是，少数开发区土
地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
水平滞后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显
露。

今年是我国设立开发区 30
周年。30 年来，出于对经济发展
的迫切渴望，一些地方领导干部

甚至普通群众，对开发区形成了
一种“例外论”思想，以致于在创
建重点开发区的时候，给出了太
多的“例外”——规划、用地、资
金、税收等等，都大开绿灯，给出
政策优惠。

时至今日，在全省上下腾挪
发展空间、重整山河大地的时候；
在“后开发区”时代来临、开发区
发展思路亟需重新评估和调整的
时候，我们不能再在体制机制上，
预留环境整治的“避风港”、“免责
区”。

按理说，开发区规划起点高，
基础设施好，经济实力强，机构配
置全，不管是“三改一拆”也好，“五
水共治”也罢，工作应该可以做得
更好。但督查组发现，少数开发区
却成了这些工作推进的“洼地”。
究其原因，是认识的“洼地”，造成
了工作的“洼地”。我们对发展的
渴望，仍然远超对环境的渴望，这

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不让开发区成为工作的“洼

地”，关键是要提高认识。“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是系统工程，是我
省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也是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的有力抓手。开发区作为我省经
济的重要支撑，理应从认识上紧跟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更主动
地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之路；同
时，开发区不仅仅是纯粹的企业集
聚区，同样承担着民生服务的职
能，不能眼睛只盯经济数据，改善
民生同样不能免责。

对于开发区，各级政府还应
加强监管和领导，不能让其成为
某些工作的“监管盲区”。为了经

济指标牺牲环境和民生的发展方
式，已经成为过去。我省要真正
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发展之路，加强对开发区的
监管，将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这
种监管，不仅包括发展方式的集
约化程度，还应涵盖环境保护好
不好、民生服务够不够、文化食粮
足不足。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摆脱对经济指标的盲目依赖，提
高生态发展的认识水平和践行程
度，对不符合要求的开发区进行
降级或淘汰⋯⋯唯其如此，开发
区才能成为地方经济转型的助
手，而不是生态发展的“例外之
地”。

开发区，不能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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