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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乡村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固体废物的产生。

以郑州市为例，2024 年全市域收集处理生活垃圾约

401.2万吨，如果算上工业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体量

更为惊人。

中国是世界上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数据显

示，我国各类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已高达 600 亿—700亿

吨，年产生量近 100亿吨，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固体废物的

妥善处理和利用迫在眉睫。

今年 3月 30日是第三个“国际无废日”。日前，河南宣布

全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正式迈入“全域无废”时代。一场

覆盖全领域、贯穿全链条的“绿色革命”在中原大地蓬勃兴

起，“万物皆资源、无处不循环”的生态文明范式，正影响河南

的城乡建设和未来发展。

全域无废 河南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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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装上阵
固体废物变废为宝

“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

物产生，而是通过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处置，降

低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2019年，许昌作为全国首批
“11+5”个“无废城市”试点之一
率先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三年

后，郑州、洛阳、许昌、三门峡、南

阳和兰考县等“5+1”地区入选国
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名单，数量居中西部第二、全

国第六；2024年 8月，河南又相
继在“11+4”个地区开展“无废城
市”建设。

在此期间，《河南省“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出台，河南省“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河南省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于今

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在政策
和制度的双重保障下，河南“无

废”硕果累累。

4月 1日，走进内乡县数字
化种养循环示范区，麦苗青青，

长势喜人。曾经“望天收”摇身一

变升级为“吨良田”，种养循环模

式功不可没。

近年来，牧原与地方政府合

作打造“养殖—沼液—绿色农

业”为一体的数字化种养循环示

范区，将养殖产生的粪肥全部还

田，发展“猪养田，田养猪”的全

循环模式。

“一个养殖场就是一个肥料

厂，不仅能实现畜禽粪污的资源

化利用，还能提升农田质量，实

现农户的减投增收。”数字化种

养循环示范区的项目负责人吴

祖坤说。

视线转向工业车间，在位于

郑州市的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的拆解车间里，一排排废

旧冰箱沿着传送带被送进巨型

的“破碎仓”，转眼间，瓶盖大小

的塑料颗粒和泡沫颗粒就从另

一端的履带上“吐”出来。

“家电拆解后大致分为电路

板、变压器、破碎铝、破碎铜、破

碎铁、破碎塑料等几大类，在下

游的工厂，这些材料都能够物尽

其用。”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

2023 年公司一共拆解家电 225
万件，相当于植树 648万棵，减
少碳排放 6656公斤。

在全国最大的再生资源回

收加工基地长葛市大周循环经

济产业园，同样的“盛景”也在上

演。一条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将废

旧金属回收、分拣、拆解、冶炼，

最后加工成产品销售。每年节约

标煤近 7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800余万吨。

固体废物治理一头连着减

污，一头连着降碳。巴塞尔公约

亚太区域中心对全球 45个国家
和区域的固体废物管理碳减排

潜力相关数据分析显示，通过提

升城市、工业、农业和建筑等 4
类固体废物的全过程管理水平，

可以实现相应国家碳排放减量

的 13.7%-45.2%（平均 27.6%）。
加速“无废城市”建设，是实

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省生

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国“双

碳”目标的推进，让“无废城市”

建设不断提速，“无废城市”也正

成为地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

标识。

穿珠成链
野无废细胞冶遍地开花

3月 30日，郑州市郑东新区
千玺广场，河南无废吉祥物“废

宝”牵手“大玉米”，上演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灯光秀，引得不少市

民拍照打卡。

事实上，“无废城市”这个看

似庞大的目标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早已融入一个个触手可及、

可观可感的生活场景中。

4月 2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陇海新村的可回收车临时停靠站

点，一辆智能垃圾收运车准时到

访，居民王女士把提前分好类的

黄板纸、塑料瓶分别放上称重器，

点击车厢上的智能触控屏确定废

弃物类别，核算好价值后直接微

信收款，整个过程不到 3分钟。
“从丢垃圾箱，到找人上门

来收，再到小区门口的智能垃圾

收运车有偿回收，大家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王女士说。

像这样“以车代库”的垃圾

收运车，管城回族区共有 80 辆。
停靠的 200 多个站点分布在社
区周边，覆盖超过 600个小区。

在“无废学校”郑州市第四

十七高级中学，学生通过扫码，

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织物

等可回收物投放至智能垃圾分

类箱，获得相应积分后，可以在

一旁的智能贩卖机上换取文具、

饮料等物品。

不止城市，无废的“绿色革

命”正在向乡村延伸。

3月 28日，走进兰考县三义
寨乡白云山村，屋舍俨然、街道

整洁，只见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两

个垃圾桶和一个垃圾袋。“两个

垃圾桶分别用来装可腐烂垃圾

和不可腐烂垃圾，垃圾袋用来装

可回收垃圾。”村民王力介绍。

可腐烂垃圾经过发酵制成有

机肥在菜园和果园使用，不可腐

烂垃圾由专人收集用于焚烧发

电。而可回收垃圾可以兑换成绿

色积分在京东商城线上消费，或

者在线下合作的超市兑换商品。

垃圾有了新归宿，乡村的人

居环境迈上新台阶。“以前苍蝇

乱飞的景象再也没有了。”村民

陈大爷笑着说。

如今，无废理念蔚然成风。

“无废机关”推广无纸化办公，食

堂利用食材边角料，腌制调味小

菜，减少食材浪费；“无废地铁

角”定期开展旧物置换市集、旧

物回收等公益活动；“无废商超”

减少使用塑料垃圾袋和产品宣

传页；“无废公园”里枯枝落叶变

身有机肥料“落叶归根”……

“我们在助力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过去大

量消耗、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

粗放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处处长刘书强如是说。

当前，全省共创建无废景

区、无废工厂、无废社区等“无废

细胞”3014个，无废理念正春风
化雨，推动着绿色与发展“双向

奔赴”。

由点及面
野全域无废冶正式开启

3 月 28 日，河南省“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交流会召开，宣布

即日起全域开展“无废城市”建

设，并将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伊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等 5 家
单位列入河南“无废集团”建设

试点。

从“5+1”试点地区到“11+4”

地区，再到全域开展“无废城市”

建设，河南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

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步伐坚

定而稳健，但依旧面临着不少亟

待解决的问题。

“地方层面，齐抓共管格局

未真正形成。企业层面，部分企

业受限于资金、技术等因素，在

优化升级无废产业链条方面动

力不足，部分固体废物资源化利

用项目，由于前期投入较高、回

报周期长，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

不强。公众层面，社会公众参与

体系尚未充分建立，无废生产生

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省生态

环境厅有关负责人坦言。

但挑战即机遇，短板的存在

恰恰说明建设“无废城市”的潜

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数据显示，

到 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
源化利用产值规模将达 7 万亿
元至 8万亿元。特别是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大背景下，固体废物产生量激

增，“全域无废”势在必行。

“推行全域无废，‘5+1’地区
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思路。比如

郑州打造无废特大城市的中原

样板，洛阳建设无废矿区、兰考

建设无废乡村等。”省社科院有

关专家表示，“‘无废城市’建设

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统筹组织，

加强领导，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另一方面要与城市发展、规划、

管理与治理等高度融合，加强制

度、技术、市场和监管四大体系

建设，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当每一座工厂成为循环经

济的节点、每一个社区变成生态

文明的细胞、每一名群众化为环

保行动的先锋，“万物循环共生”

的美好愿景将变成美丽河南建

设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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