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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封场之际，正是垃圾资
源化处理挑起重担之时。

近年来，浙江各地大力推行焚烧
处 理 工 艺 ，垃 圾 处 理 进 入“ 焚 烧 时
代”。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中长期专项规划（2019—2030 年）》，
2021-2030 年，我省将实施 13 个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 47 亿元以
上，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能力 0.74 万吨/
日以上。

原本运往大坞岙填埋的垃圾，如今
都被转运到位于柯桥区滨海工业区的循
环生态产业园。

当记者来到占地 500 亩的一期园
区，干净的道路、现代化的建筑、清新的
空气⋯⋯无不颠覆了我们对垃圾焚烧厂
的固有印象。

绍兴市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为大坞岙垃圾填埋场关停而建。在该
公司二楼，透过每个处理环节的展示
窗玻璃，记者见证了垃圾如何“发挥余
热”的全过程：每一车垃圾进门过磅，
倒入卸料池，经 3-7 天发酵后，被巨大
的 抓 斗 抓 入 焚 烧 炉 。 焚 烧 产 生 的 热
能，一部分用于发电，一部分输送给周
边印染企业。

公司综合部主任朱倩倩介绍，这一
整套设备处于国内行业先进水平。整个
流程下来，记者看不到一丝裸露在外的
垃圾。而且，焚烧过程除了起炉点火外，
都是通过垃圾自热进行。

据统计，循环生态产业园（一期）在
2021 年“吃”掉了各类垃圾 82 万吨，其
中 生 活 垃 圾 约 占 九 成 ；总 发 电 量 近
21419 万千瓦时，其中上网电量 17475
万千瓦时；总供热70万吨。以绍兴统计
年鉴中 2020 年全社会居民用电户均
3188 度计算，上网电量可供约 5.5 万户
家庭一年使用。

“我们争取让每一件垃圾都被机器
‘吃干榨尽’。”在宁波鄞州东吴镇厨余垃
圾处理中心，记者看到了厨余垃圾的另
一种“奇旅”。

眼前是一台长 9.4 米、宽 4.7 米、高 3

米的金属柜，操作工林师傅正忙着把一
车厨余垃圾送进金属柜。经过脱水、破
碎、搅拌、生物发酵⋯⋯在金属柜另一
端，一批批有机肥被“吐”了出来。

让记者意外的是，现场好几名种粮
大户都在等着搬肥料。种粮大户老胡
说，用这种肥料种出来的农作物产量高、
口味好，大家抢着用。

据悉，该中心目前承担了全镇12个
村、8 个居民小区和 13 个企事业单位的
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日收厨余垃圾4至5
吨，生成有机肥料约0.8吨。

正是这一个个先进的设备，把原本
要被填埋的垃圾变为资源。目前，全省
基本实现焚烧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县县

“全覆盖”，全省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能
力达到每天 9.3 万吨，远超 7.2 万吨的实
际末端垃圾产生量。

“末端要想处理好，前端分类尤为重
要。”采访中，不止一位专家、垃圾处理企
业负责人跟记者强调。

永康市舟山镇端岩村端头自然村是
一个有山有水的小村庄。但该村最出名
的“景点”却是村垃圾回收点——这个村
日人均外运垃圾38克，还不到一个鸡蛋
的重量。

每天，村民初步分类后的垃圾被集
中送到回收点后，保洁员会二次精细分
拣。看着他们现场操作，参观者都不禁
赞叹。在这里，仅“可回收垃圾”就要细
分成金属、纺织、玻璃、塑料、纸类等五
类，其中的塑料、纸类还要根据价值高低
再细分⋯⋯

“我们现在是垃圾也尽量不流外人
田。”保洁员项爱银正在拆分一个香烟
盒，最外层的低价值塑料、内层的香烟
壳、最里层的锡箔纸，她都一一拆开分类
存放。

2021年5月1日，《浙江省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目前，浙江全省农
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已达 99%，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面达
96%以上，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

当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后，旧有
的垃圾填埋场何去何从？种草、植树、
开发成生态公园，在生态恢复的基础上
消除污染，并实现资源的再生再利用，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有这方面
的成功案例。

德国
二战后，德国汉堡威廉斯堡东北部

的平整草地，逐渐堆积起大片建筑废料
和民用垃圾，后来更是填满了各种工业
废弃物。

2009年这里开始第一阶段改造，
在垃圾山朝南的山坡建成500千瓦装
机容量的太阳光伏发电片区。2011年
第二阶段改造，一个装机量为3400千
瓦的风力发电机组建设完成，光伏发电
总装机量增加至700千瓦，被用于供给
该区4000户居民的用电。山体内巨量
垃圾分解产生的沼气，则通过遍布山体
的管道系统运送至附近的炼铜厂。此
外，垃圾发酵产生的热能还被用于支持
垃圾山信息中心热力泵的运行。

以色列
以色列特拉维夫赫利亚从1952年

起就建有垃圾填埋场，经年累月，这里
一度成了一座高逾80米的垃圾山。

这座垃圾填埋场于1998年关闭。
2005年，以色列政府作出决定，在赫利

亚及其周边建设公园，形成调节生态的
“城市绿肺”。建设者将建筑垃圾研磨
成建设“城市绿肺”需要的砾石和清洁
土壤，混在其中的塑料、木材、钢材等也
被分离出来循环利用。并设计甲烷收
集系统，在整个垃圾山上挖了超过60
个井，把收集到的沼气集中起来作为燃
料销售。

韩国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举行之前，韩

国首尔实施了一系列公园建造工程，其
中规模最大的公园项目在兰芝岛垃圾
场建设。

1978至1993年，兰芝岛曾作为首
尔地区的垃圾填埋场，污染严重。而今
这里建造了由兰芝川公园、彩霞公园、
蓝天公园、和平公园和兰芝汉江公园5
个公园组成的世界杯公园。

其中，彩霞公园原为兰芝岛第一垃
圾填埋场，被改造成了兼具生态功能的
高尔夫球场。改造过程中，项目组先往
土壤里注入了有施肥效果的微生物，然
后选择耐旱草种，减少养护灌溉。在球
场外，还建设了生态观察区和野生植物
区。在蓝天公园，项目组则是在此放生
了3万多只蝴蝶，以便植物传粉，促进
岛上生态系统的进一步稳定，并通过风
力发电以获得清洁能源。

浙江实现生活垃圾总量浙江实现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零增长”、”、处理处理““零填埋零填埋””一年多来一年多来——

生活垃圾去哪了生活垃圾去哪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春华金春华 谢丹颖谢丹颖 周楷华周楷华 金燕翔金燕翔

冬去春来，绍兴城南郊区的大坞岙在游客的啧啧称赞
中悄然洗去了大“乌”岙之名。

眼前的山丘，12 万平方米的新绿地与周边山
林融为一体。难以想象，让市民纷纷来“打卡”的
这个大型生态公园，曾经是绍兴最大的生活垃圾
填埋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除应急处置外，浙江
49个垃圾填埋场全面终止作业，成为全国首个
实现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处理“零填埋”的
省份。当年 4 月，浙江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
理行动计划启动。

包括大坞岙在内，一座座“垃圾山”华丽蜕
变：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植物葱郁，果园飘
香；象山水桶岙填埋场成为当地热门婚纱摄影
地；天台县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被确定为台州首批垃圾
分类宣教基地⋯⋯

垃圾治理也翻开了新的篇章：绍兴率先推进的国家“无
废城市”试点建设，正在浙江全域开展。到2023年底，所有
设区市及50％的县（市、区）将建成“无废城市”。

“大坞岙们”经历了怎样的变身？填埋场“封场”后，新
产生的垃圾去了哪里？垃圾治理是否还有更好的路径。

综合治理
“垃圾山”变身大花园

这一“变身”并不容易。
在绍兴话里，“坞”和“岙”都是指山中低平处。但曾经

的大坞岙，是一个鼓起的大山包。
这里承载着绍兴城区近 30 年“生活史”。1993 年，大

坞岙生活垃圾填埋场启用。由于负荷不断加大，填埋场几
经扩容、提档，已填埋垃圾约 540 多万吨，需要近 110 万辆
载重5吨的大卡车才能装完。

“大坞岙对城市发展有功，希望它有更好的未来。”柯桥
区平水镇新桥社区居民陶建国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做
过10多年垃圾填埋工，如今“就地转行”为公园养护员。他
的话，表达着当地群众的心声。

“填埋场开张不容易关张更难，关键还要做好治理。”省
建设厅城市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说，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
理行动计划的目标就是，到2025年前建立健全全省生活垃
圾填埋场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

面对体量大、跨时长、情况复杂的“垃圾山”，面对群众
殷殷期盼，治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大坞岙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工程由绍兴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牵头，总投资达1.8亿元。

工程项目负责人寿德丰带着记者绕场一周，查看设在
不同位置的垃圾渗滤液监测设备。他说，填埋场千差万别，
治理第一条都是“下防渗（液）上防泄（臭气、沼气）”。

以防渗这一难题为例。江南多雨，封停的垃圾堆一般
还会发酵七八年甚至更久，产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若向外
渗出，可能污染地下水源、影响周边环境。

3道“墙”被筑起。
第一道是绕填埋场一周长约两公里的止水帷幕；
第二道“墙”在填埋区下方，几根钢铁管道不停歇地把

废水抽取运到山岙脚下的垃圾渗滤液处理厂。渗滤液需经
过 6 个膜组件反复净化 3 遍，达到地表Ⅱ级水标准，但并不
直排，而是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处理厂班长周虑忠给记者
倒了一杯净化后的水，一眼看去清澈透明，跟河水无异；

第三道是下游方向的地下连续墙，根据国家标准可以
把透水率控制在每秒小于1纳米。

生态修复只是第一步，对“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而
言，如何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探索填埋场的“腾笼换
鸟”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课题。

记者来到杭州天子岭，没想到一头撞进绿色海洋：龙井
茶树绿意盎然，梨花素净淡雅，夹竹桃精神抖擞⋯⋯一派

“春意枝头闹”的气象。
2020年，天子岭第二垃圾填埋场进入“零填埋”。这是

一片相当于 11 个足球场大的地块。被规划成了一个生态
公园。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是天子岭的运营单位，单位
负责人带着记者“游园”。原本由黑膜覆盖的“垃圾山”上种
满了紫薇、海棠、樱花等一百多种植物，基本都是适宜在垃
圾填埋场上生长但又具观赏价值的植物。花草围绕中还有
一个占地两万多平方米的“硕果嘉园”，种着橘子、枇杷、杨
梅等千余株果树。懂行的市民说，从果树的长势一眼就能
看出垃圾场治理的好坏。

“跟着垃圾去旅游，跟着垃圾去分类。”杭州市环境集
团还围绕“产业+文化+环保”，从精细管理、环保教育、产
业发展等多个方面提升软硬件设施。杭州图书馆环保分
馆，如今已是杭州中小学生学习
垃圾分类、感受环保“悦读”的好
去处。

“孩子来现场感受一下垃圾
场的大变化，更能加深垃圾分类
的意识。”带孩子前来游玩的杭州
市民周女士说。

垃圾治理，是否还有更好的路径？
毕竟，多名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显示，
即使垃圾焚烧，也会有 3%-5%左右的
飞灰、不可焚烧物。

大家讨论的结果比较一致：要在
“源头”上实现“无废”。

2020 年，浙江作出在全国率先建
设全域“无废城市”的重大决策，垃圾源
头减量全面推开。2021 年，全省生活
垃圾产量下降3.62%。

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负责人说，
“无废城市”并非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
通过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
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实现绿色发展和
绿色生活。

在距离大坞岙30公里的柯桥区王
坛镇蒋相村，记者见到了一个由废弃物
装扮起来的“新”村庄：这里，破陶罐变
成了花盆，废弃轮胎成了装饰，老物件
改造成了景观小品，原本有些单调的村
庄变得饶有趣味。

蒋相村这样的村庄眼下有一个很
时尚的名字——无废乡村。

原来，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后，
浙江迅速推出工厂、园区、学校、医院、
乡村、景区、工地等7大类“无废城市细
胞”建设指南，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无
废城市细胞”1755个。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固体
废物管理中心主任沈铁佳，从事垃圾源
头减量工作多年。他感慨说，“无废城
市细胞”让“无废”这个看似遥远的目标
以日常触手可及的微小改变走入百姓
生活，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无废城市”也在推动各行各业绿
色转型。

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平
均每天的快递发件量达到约 2000 万
件。去年，义乌制定《2021年度推进快

递包装绿色转型工作方案》，推进快递
包装“瘦身变绿”。

在义乌一个绿色快递网点，记者找
不到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纸质面单等在
快递站常见的物品。即使有纸箱，也都
印着“循环”字样。网点负责人小王还
给记者看了看封箱用的塑料胶带，也不
是常见的又厚又宽的那种。小王说，义
乌快递已停用45毫米以上的一次性塑
料胶带。

义乌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义乌全市行业内各企业循环袋使
用 率 由 15% 提 升 至 90% 以 上 ，实 现
100%使用电子面单，全市已建成绿色
快递网点约200个。

“无废城市”，把每一件小小的垃圾
与一整座城市相关联，这是小与大之
间、量与质之间的转换哲学，为城市治
理开辟新路径。

“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再利用是
一个系统工作，要精细精准统筹。”省生
态环境厅土壤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数字
化改革开启了“无废城市”建设全新的
跑道。

去年，我省上线了“浙里无废”数
字化综合应用。这一多跨场景应用，
打通了公安、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
村、卫生健康等诸多部门，并实现省市
县全域贯通。自上线以来，实时监管
服务企业 23 万家，动态监控 50 多万
批次危险废物转移，线上促成固废交
易 2400 多笔，发布了全国首个“无废
指数”。

在“浙里无废”的大屏幕上，全省每
天的减纸、减塑数量，每个市的无废指
数都一目了然，实时反映各地“无废城
市”建设进展。

“垃圾虽小，背后牵着民生、连着文
明。”在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看来，

“无废城市”正是推进“双碳”、提升美丽
浙江建设的重要载体。

源头减量
“无废”让城市更绿色

源头减量
“无废”让城市更绿色

变废为宝
把垃圾“吃干榨尽”

左图：修复后的杭州天子岭
右图：杭州图书馆环保分馆内，志愿者们为小学生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绍兴大坞岙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后

绍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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