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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无废城市”来了！

四川8城市纳入首批建设范围

广安前锋：向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亮剑
“要组织全警认真自查自纠、如实说清问题。”近日，广

安市前锋区纪委监委驻前锋区公安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
长江与分局科级领导干部开展集体谈心谈话。

前锋召开集中清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谈心谈
话会后，各镇各部门党委（党组）赓即召开推进会，全面自查
自纠，集中清理。

紧盯关键重点谈、讲清政策感召谈、带着问题直面谈，
全区积极落实“双谈话”制度，各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区
纪委监委履行监督责任，分层分级开展谈心谈话；同时由班
子领导同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谈，确保谈心谈话走深
走实，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活动开展以来全区组织谈心谈话2轮9200余人次，督
促自查问题7个，立案3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6起。（乾季轩）

▲3月5日，攀枝花市
启动实施了首个试点
智慧垃圾分类的项
目。图为市民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学习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
的使用方法。

◀成都3A级无害化垃
圾焚烧发电厂——万
兴环保发电厂，每天的
发电量可供30万户家
庭使用。 （资料图）

焦点问题

每年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约
1.6亿吨、农业固体废物约2.4亿吨、
工业危险废物约500万吨、医疗废物
约6万吨、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约
1600万吨，全省固体废物产生量居
全国前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四川
固体废物产生量呈逐年增长态势。

以成渝“无废城市”共建为抓
手，并已确定成都、自贡、泸州、德
阳、绵阳、乐山、眉山、宜宾作为四川
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范围，正力争
将这8个城市推荐纳入国家“无废城
市”建设范围。

——这是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四
川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的思路。

“‘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
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
全部综合利用。”3月28日，在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举行的3月第二场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李银昌通报了全省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情况。

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里”

据李银昌介绍，长久以来，对于
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四川坚持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从源头治
理、综合利用、安全处置三个维度综
合施策，首要任务便是健全固废收
运体系。

“目前，我们在全省同步推进
58个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项目
建设，旨在打通危废收集‘最后一公
里’。”李银昌说，四川已建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点5万余个，在眉山市青
神县、甘孜州泸定县等地探索构建

“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公
共财政扶持”的回收处置模式，不断
健全回收体系，两地回收率均达
80%以上。

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上，四川
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等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85%。其
中，攀枝花、德阳、凉山3地成功创建
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13个
产业园区、37家企业建成省级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重拳破解四川磷石膏污染严重
的积留问题，2021年全省磷石膏综
合利用率达102.8%，重点管控的沱
江流域磷石膏连续4年实现“产消平
衡”。

在农业固废的综合利用上，在
全省63个畜牧大县和22个非畜牧
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覆盖全省70%的农区县，养殖量
占全省近80%。

补齐固废无害化处置短板

眼下，四川正以成渝“无废城
市”共建为抓手，着力在加大磷石
膏、电解锰渣、盐泥等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技术研发、示范，持续推进
大宗工业固废污染防治和综合利
用等领域下功夫，全面推进信息
化建设，强化相关产业间的资源
耦合、原料互补，全面落实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全产业链协同治
理固体废物。

“我们一直在补齐固废无害化
处置短板。”据李银昌介绍，通过优
化处置设施布局、淘汰落后产能、强
弱项补短板等措施，四川不断提升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从数据上
来看，不含企业自行利用处置能力，
全省现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389万吨/年、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13.17万吨/年，较第一轮中央督察
组反馈问题整改以来分别增长
316%和162%。

在强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上，已深入实施城乡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加快建立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系统，补齐处理设施短板。
目前，全省现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能力6万吨/日，城市（县城）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5%，焚烧
处理能力占比达到58%，成都、自
贡、攀枝花、泸州、南充等市已基本
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建立多元协同共治体系

近年来，为落实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部署，川渝积
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
城市”共建。

对此，李银昌表示，将以川渝两
省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
共建的指导意见》，建立“无废城市”
共建协调机制，成立“无废城市”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联合组建工作专
班。

同时，将联合组建“无废城市”
共建专家库，指导首批8个城市科学
编制“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有
力有序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此外，加强与发改、经信、住建
等部门的联动，深入分析工业固废、
危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难点和痛
点，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
突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废城
市”建设的特色。

在更大范围内，四川将着力建
立多元协同共治体系，强化联防联
治。具体而言，以区域共建共治共
享为目标，统筹区域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再生资源、工业固体废物、农
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等
分类收集及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推
动毗邻地区设施共建共享和协同应
急处置固体废物，探索建立固体废
物跨地区转移处置横向补偿机制，
健全固体废物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区域联动、执法协同等机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1 医疗废物
去年四川无一家医疗机构

因医废处置不当导致院内交叉感染

2021年，四川全省医废产生量约6.5万吨，同
比增加1.9%；医废集中处置率为99.42%，同比增
加0.66%，“全年无一家医疗机构因医疗废物处置
不当导致院内交叉感染。”在3月28日举行的四川
省生态环境厅3月第二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四川
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张翻蓉说。

事实上，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四川早已
织牢医废处置安全网。例如，编制《四川省方舱医
院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指南》《移动医疗废物处置车
辆配置方案》，全力做好方舱医院建设准备。加强
帮扶指导，督促地方政府加快完善医疗废物协同
处置体系，将全省35个生活垃圾焚烧设施、5个危
废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协同处置设施清单，新增医
废应急处置能力952吨/天。

具体到举措上，张翻蓉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省卫健委对新冠肺炎相关医疗废物采取了
单独分类收集、单独区域存放、单独联单转移的

“三个单独”管理措施，逐层登记交接，严格消毒管
理，落实安全贮存有关规定，有效防控医疗废物处
置各环节院感风险。

整体上看，疫情发生以来，四川全省累计处置
医疗废物16.91万吨，含涉疫医废1.79万吨，做到监
管服务和安全处置两个“百分之百”。

2 生活垃圾
全省地级以上城市

分类回收利用率要稳定在34%以上

近日，省住建厅出台了《四川省2022年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要点》，明确今年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率要稳定保持在34%以上。

“这既考虑了我省当前垃圾分类实际水平，又
紧盯2025年国家要求达到35%以上目标任务，综
合设定的一个相对较高但又能够通过努力完成的
指标。”发布会上，省住建厅城市建设与管理处一
级调研员李明书说，具体到各城市，大致分为三个
层面。

首先，成都、德阳、广元作为国家重点城市，具
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和先发优势，要求垃圾回收利
用率稳定保持在37%以上，并形成一批示范片
区。其次，攀枝花、泸州、绵阳、遂宁作为省级示范
城市，要求其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最后，其他地级城市到今年底至少有1个
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和收集设施全覆
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

3 秸秆焚烧
综合利用率92.2%

秸秆综合利用取得突破

在固废污染治理中，秸秆焚烧是农业领域内
绕不开的话题。一方面，这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
难点，另一方面，如何挖掘其较高的综合利用价
值，备受关注。

“我们已初步形成‘农用为主、多元利用、产业
增效’的秸秆收储运和还田离田利用新格局。”据
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邱
永洪介绍。2020年，全省年秸秆理论资源量3649
万吨，可收集资源量3106万吨，秸秆利用量2865
万吨，综合利用率92.2%。

在成效上，秸秆利用结构逐步优化。例如，在
秸秆资源丰富的地区以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为
主攻方向发展离田利用。2020年，全省秸秆肥料
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达
到69.4%、14%、14.2%、1.6%、0.7%。同时，利用模
式逐步多元化，例如泸州市智能堆肥、江安县饲料
化利用、安州区产业化模式、中江县秸秆发电等综合
利用模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