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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2023年六五环境日国家
主场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今年的主
题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现场，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新修订的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

新修订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
范十条》包括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
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
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
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环境监
督、共建美丽中国等十条内容。

2018年6月5日，《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试行）》发布，成为全国层面
首个针对公民的较为全面的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被称为“公民十条”。自发
布实施以来，通过宣传引导和政策推
动，“公民十条”对提升公民生态文明
意识、增强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对“公民十
条”进行了修订完善，使其可操作性更
强、传播效果更广，进一步推动全社会
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为建设美丽中国汇聚全民力量。

据新华社

四川首个
长江上游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基地揭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
芯）“万里长江水，春深可染衣。”
6月5日，记者从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获悉，当日，长江上游（宜宾
段）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在宜
宾揭牌，标志着四川首个长江上
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正式
投入使用。

该基地由宜宾市中级人民
法院、宜宾市翠屏区政府、宜宾
市李庄古镇景区管理委员会、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合作成
立，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生态
环境法治教育、环境保护意识
宣传、环境保护文化传播为一
体，是宜宾市推动形成“流域管
理+行政执法+刑事打击+检察
监督+司法审判”多元共治大格
局的具体举措，将对长江上游
（宜宾段）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产生重大意义。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其中
位于南缘的“长江首城”宜宾
市，金沙江、岷江、长江在这里
汇合，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域 ，保 护 区 江 段 有 321.86 公
里。

近年来，宜宾法院不断加强
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的探索实践，携手川、渝、滇、黔
有关省份，建立长江上游成渝地
区生态保护法治联盟、川渝六
区、长江上游（宜宾段）“1+5”、金
沙江流域“金丝带2+3”司法保
护协作机制、长江上游“纽扣法
庭”共建机制，运行“河长+院长+
检察长”“一河四警”治河管河机
制，配备河长、库长、河库警长、
检察官、法官等750余名联动护
河，通过刑事、民事、行政环境资
源案件三审合一、设立“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基地”“增殖放流点”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站”、引入
“增殖放流”“巡河值守”“补植复
绿”等恢复性生态修复方式，落
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
和责任追究制度，用心用力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2021年以来，宜宾两级法院
通过环境资源审判，责令被告人
放流鱼苗16.585万余尾、补种树
木5465株、缴纳生态修复金
587.37万余元，修复荒山荒坡、被
毁河滩等300余亩。

为建设美丽中国汇聚全民力量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

你知道1吨垃圾能产生多少度电
吗？答案是500多度，这是成都万兴环
保发电厂（二期）给出的答案。

6月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
探寻垃圾变废为宝的历程。

长在“公园”里的工厂

6月2日，记者驾车前往成都万兴
环保发电厂（二期）。随着车辆缓缓驶
入龙泉山深处，这里的空气愈发清新，
绿意盎然，若不是沿途频繁驶过的垃
圾车，很难相信这里居然隐藏着一家
环保发电厂。绕过无数的弯曲山路
后，远远地可以看见一朵高高耸起的
绿色“莲花火炬”，这里就是万兴环保
发电厂（二期）。

走入厂区内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座有别于传统意义工厂的现代化建筑
体：蓝白相间的装潢中间有玻璃窗装饰
的透明连廊，显得时尚端庄又简洁大
方；整洁明亮的一楼大厅内具有现代山
水画风格的精美装饰，透出自然与人文
融为一体的文化肌理；穿过整洁的碎石
小道，漫步于绿荫环绕之中，享受着这
份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祥和，让到访者
的思绪自由地飘逸，用心来体验那独步
人生芳草地的美妙舒适。最意外的是，
进入厂区后没有闻到一点异味。

“这哪里是垃圾电厂？明明就是
公园！”眼前的场景将记者对垃圾场的
固有印象击碎，也对其处理垃圾的过
程更加好奇。

巨型“娃娃机”的妙用

乘着电梯，记者来到垃圾吊操作
间，如果你是抓娃娃机爱好者，在这里
能得到加倍的满足。

隔着厚厚的玻璃，眼前的景象十
分壮观：23米高的垃圾仓里，堆了1.2
万吨垃圾，仿佛一座大山。只见工作
人员稳稳地移动着手柄，隔空“挥舞”
着两只巨大的钢爪，将垃圾一把把抓
起，投入焚烧炉。

“在焚烧之前，这些垃圾已在垃圾
仓堆放了5-7天，经过发酵、脱水，热
值提升后非常适合燃烧。”成都环境集
团再生能源公司工作人员廖海州说。

令记者感到惊奇的是，在仅有一
层玻璃之隔的核心操作间内，仍然没
有一点异味。原来，在垃圾仓正上方，
藏着一个黑色小方窗，这就是厂区无
臭的秘诀。

“黑色小方窗是一次风机，由于垃
圾仓里采用了负压密闭技术，运用一
次风机能将垃圾释放的臭气直接抽进
焚烧炉作为助燃气，因此，虽然仅隔了
一层玻璃，但垃圾吊操作间里也闻不
到任何臭味。”廖海州说，不仅无臭，并

且“臭气”还能直接作为助燃气体发挥
它的功用。

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普通人看不
出任何不同，专业人士却能一眼看出。

“实际上这些垃圾也是有分区的。主要
分为生料区、发酵区以及熟料区。”廖海
州说，一般来说，生料区和生活垃圾的
颜色差不多。经过发酵成为熟料后，垃
圾的表面会泛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可以投入焚烧炉进行焚烧了。

日发电量可供50万户家庭使用

走进焚烧工作间，则能更为直观
地感受“工业森林”的壮观。大大小小
的运输管交叉重叠，巨型的锅炉中正
焚烧着垃圾。

“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生活垃圾末
端无害化处理、减量化处置、资源化利
用的第一步，至关重要。我们厂每天
处理垃圾3000吨，焚烧后产生150万
度电量，能供约50万户家庭正常用电，
具有体量大、发电多、资源化利用程度
高的特点，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烟气经
过国际公认的净化处理工艺，达到欧
盟2000标准后安全排放。”廖海州说，
当烟气经过处理到达汽轮发电机组，
通过气体带动叶轮转动，进而产生电
能。“简单来说就是动能转化为机械
能，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垃圾焚烧大
量排放有害物质不同，成都万兴环保发
电厂（二期）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废
弃物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产生的臭
气经过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焚烧后
剩余的炉渣经过筛分后分类利用在城市
道路建设中，飞灰经过稳定固化达标后
进入填埋场处理，废水则经过处理达标
后用于绿化养护，车间厂区道路冲洗，真
正实现了全程无废排放。”廖海州说。

作为四川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体量
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成都万兴环
保发电厂（二期）始终坚持完善设施建
设，瞄准精细化管理、技改技革，大力
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岗位经验萃取交流

工作，提炼厂级管理经验。逐步建立
厂级管理标准化模式提升技术标准，
着力推动形成具有成都特色的垃圾焚
烧处置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牢牢把
好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建设
的第一关。

工厂里藏着个环保“游乐园”

厂区里还隐藏着一个环保游乐
园，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有直观的环
保体验，这就是位于厂区四楼的环保
教育展厅。

环保教育展厅大厅以白色为主色
调，搭配上明亮的灯光和整齐简洁地摆
放，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科幻片取景
地。偌大的沙盘、3D全息投影、垃圾焚
烧全流程模拟器……科技感十足的设置
为各路看客带来集现代化、智能化、趣味
化于一体的感官享受，每走过一个地方，
都仿佛解锁了新的环保知识盲区。

“这里等比例缩小还原了垃圾焚
烧的各个流程，刚刚去工厂实际看了
垃圾处理流程后，再来理解就更容易
了。”廖海州说，在模拟还原的过程中，
许多小朋友通过详细的讲解，不仅能
完全理解垃圾焚烧的流程，甚至能复
述出来，增加了他们的环保知识。

最让人兴奋的还不止于此，在环
保教育展厅最里面，藏着一个游戏互
动小屋，光是在这里，小朋友们都能玩
一下午。小屋里面有三面屏幕，屏幕
上显示着不同的游戏选择。垃圾分
类、知识问答、废物再造、环保绘画、海
底世界……每一种都能让人在游戏中
学到更多的环保知识。

作为成都市生态文明教育校外实
践基地，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
免费向全社会开放，诸多大型参观活
动都在这里举行，目前已累计接待了
上万人次的到访参观，为广大市民科
普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奥秘，努力搭
建环保知识的“绿色之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柴枫桔

变废为宝 点亮万家灯火
成都“公园式”环保发电厂，日发电量可供50万户家庭使用

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