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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12月 10日，位于迎江区
的城东污水处理厂脱水车间内，各类
机械设备轰隆作响，工作人员手持铁
铲将一块块压制而成的圆形泥饼铲到
泥斗里。“我们厂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
主要是污泥，经过脱水处理后再送到
水泥厂协同燃烧，从而实现污泥处置
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该
厂副厂长吴承伟说。

记者在城东污水处理厂看到，数
个大型水泥池子正在进行生活污水处
理，部分水池里泥水翻滚，水面上不
时地冒着水泡。“这是活性污泥在

‘吃’污水里的脏东西。”吴承伟告诉
记者，“污水处理的核心目的是除去水
中的污染物质，使其达到排放或回用
标准，我们目前采用的是比较主流的
活性污泥法工艺处理污水，活性污泥
里面藏着大量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能
够将污水变‘干净’。”但活性污泥并
不能一直使用，它们会因为“吃撑
了”等原因失去去污作用，这时它们
就成了一般固体废物。如何处置已成

“废物”的污泥？用存储、掩埋的方式

很容易污染地下水，并占用大量土地。
而在城东污水处理厂，它们会

“摇身一变”成为水泥厂的燃料。“我
们采用高压板框压滤技术，先对污泥
进行浓缩、然后改性、再进行压滤，
将泥里的水分压榨干净后形成较为干
燥的泥饼，这些泥饼具有一定的燃烧
值，可以送到水泥厂用作燃料。”吴承
伟说，“厂内每天处理污水量约22万
吨，污泥每天产生量约80吨。”

从臭味刺鼻的污泥到水泥窑燃
料，这样“变废为宝”的神奇故事，
也在位于迎江区环保科技产业园的金
富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上演。

当天，记者在该公司看到，仓库
里，压缩打包好的各类饮料瓶成堆地
堆放着；车间内，百米长的生产线高
速运转，饮料瓶“大军”搭乘着全自
动传送机，进入颜色、材质等分拣环
节，再经过破碎机、水洗槽、风选机
等设备，最终被加工成颗粒状的塑料
薄片。“我们公司主要进行塑料再生的
初加工，将饮料瓶经过挑选、破碎、
清洗、选片等工序制成直径约14毫米

的 PET 净片，也就是再生涤纶面料，
再运输给下游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孙
剑说。

当PET净片运送到下游企业——
安庆市金富春化纤有限公司，经过10
余道工序后，便成为绵软纤维，可作
为空调被、羽绒服、沙发的填充物。
据孙剑介绍，4万个饮料瓶大约1吨，
该公司每天可处理40吨饮料瓶，3条
生产线年处理量约5万吨，即20亿个
饮料瓶，大幅减少了“白色污染”。

近年来，迎江区协同推进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置，助力安庆“无废城市”建设。该
区深入重点产废企业及重点领域开展
现场调研和集中整治，不断强化企业
固废申报登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确
保登记数据真实、准确，去向可溯，
并同步加快淘汰落后工艺，优化产业

布局，打造特色“低碳园区”。该区连
续三年实现固废减量，去年固废源头
产生量同比下降29.6%。

该区建成面积近6万平方米、年
处理能力超过30万吨、全省最大的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并创新推动垃圾分
类收运体系和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两网”融合，建设智能回收柜
243台、垃圾分类亭461个，实现全区
294个生活小区全覆盖。投建以来共
回收利用废弃资源57.15万吨，减少碳
排放57万吨以上。

“我们将继续以‘无废城市’建设
为抓手，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
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打造生态多样
的‘无废细胞’，实现给固废减量，为
幸福加分的目标。”迎江区生态环境分
局局长储建华表示。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赵君）

年处理污水8000万吨 年处理饮料瓶20亿个

迎江区推动废弃资源“变废为宝”

以 旧 换
新 是 实 现 生
产 与 销 售 的
双 向 奔 赴 ，
利 国 益 民 。
最 近 一 个 时
期 ， 随 着 以

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极大地释放了消
费潜能，汽车、家电、家居家装等重
点消费品销量实现大幅增长。但我们
也看到，有的地方仍面临消费者“不
愿换”“不敢换”“不便换”等堵点 ，
影响了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和消费
潜能的释放，对此当引起有关方面
的 注 意 ， 采 取 更 加 切 实 可 行 的 措
施，全力畅通消费堵点，把以旧换
新政策落实到位，使更多的消费潜

能得以释放。
引导树立新型消费观念，畅通

“不愿换”的堵点。任何消费品都有
使用年限，一旦到达年限，其使用体
验感和安全性等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而有的消费者却认为，要
秉持“厉行节约”的理念，即使达到
使用年限，只要不“坏”，能凑合就
凑合，能将就就将就。这就需要进一
步引导消费者正确处理好节约与消
费、产品使用寿命与安全使用年限的
关系，让消费者认识到“超期服役”
消费品所带来的高能耗和安全隐患，
让消费者意识到以旧换新的好处，从
而由“不愿换”转变为“愿意换”。

持续提升消费品质量，畅通“不
敢换”的堵点。现在的产品偷工减料

的多，质量比不上老产品，这种观念
在部分消费者心中普遍存在。消费品
的质量更好、价格更合理，是畅通

“不敢换”堵点的关键。要提升产品
的先进性、有效性和适用性，让更多
质量更好价格更合理的消费品“飞入
寻常百姓家”。要积极推动家电等高
端品质认证制度；优化消费品质量与
安全监管机制，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
能；持续推进重点消费品质量调查，
增强缺陷产品召回力度，使消费者能
够真正消除顾虑，由“不敢换”转变
为“大胆换”。

切实完善服务体系，畅通“不便
换”的堵点。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
的以旧换新服务，是落实好以旧换新
政策的前提。完善相关服务体系，就

是要畅通“不便换”的堵点。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媒介开展网上预约、上门
回收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专业
化、规范化回收服务进社区、进村
庄、进住户。尤其要完善陈旧消费品
的逆向物流体系和运行效率，激发消
费者以旧换新的积极性，推动由“不
便换”转变为“容易换”。

元旦春节即将到来，居民消费将
进入到旺盛时期。有关方面务必要积
极行动起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彻底畅通以旧换新中的“不愿换”

“不敢换”“不便换”等堵点，使之转
变为“更愿换”“大胆换”“容易换”
等消费触点，触动消费者的消费神
经，唤醒消费欲望，促进消费市场日
趋活跃。

把消费堵点转变为消费触点
亦然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立足县
域优势资源，抢抓电商发展机遇，
通过建设电商产业园、打造电商直播
基地、大力培育电商人才，加快县域
传统企业电商化转型升级，促进电商
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老乡们，今天我来到非常火的六
尺巷，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产品……”
连日来，伴随着桐城六尺巷“火出
圈”，桐城市老青草土特产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聂淑晴带着自家的农特产
品，来到桐城市六尺巷游客集散中
心，一边向过往游客推销自家产品，

一边在现场支起手机直播带货。
聂淑晴家几代人都从事水产品生

意，两年前，她辞去外地工作回家帮
忙。从最开始“话都说不利索”到如
今从容面对镜头，聂淑晴粉丝量从0
涨到了 2 万，她家的鱼干也卖到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看好“村播”发
展的前景，不久前，聂淑晴投资 100
万元新建了标准化食品车间，每年可
增加产量200吨。

电商产业的发展，不仅助推了土
特产销售火爆，也加快了当地传统企
业转型升级、借船出海的步伐。近
日，在桐城市打造的“飞地”版桐

城跨境电商产业园里，带货主播正在
用 流 利 的 英 语 推 介 桐 城 企 业的产
品。桐城跨境电商产业园2019年12月
在合肥成立以来，已为桐城 100多家
外贸型企业提供了企业资质认证、外
籍主播直播带货等服务，助力桐城制
造“出海”。

数据显示：今年 1至 10月份，桐
城市实现网上零售额18.8亿元，同比

增长18.99%。据桐城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市每年举办两期以上电
商培训班，年培训人次 300 人以上；
组织本地主播参加省市各级直播大
赛，对接国内头部电商企业，组织主
播跟班学习；推进省级电商园、省级
跨境电商产业园和网红孵化基地建
设，打造电商集聚区。

（通讯员 汪立 王妍）

建设电商产业园 打造直播基地

桐城按下电商发展“加速键”

本报讯 年关将近，为促进劳动
用工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近日，宿
松经开区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欠薪隐
患大排查，从源头遏制风险隐患。

深入排查欠薪隐患不动摇。该经
开区坚持普遍排查、重点排查、定向排
查与源头排查相结合，及时发现和整
改欠薪隐患；坚持把对施工单位拖欠
工资的矛盾隐患排查作为当前维稳
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措施预防在
前，矛盾化解在前”的治理原则，从信
息掌握、先期调处、后期稳控等环节
合理搭配，做到一旦发生问题，及时
稳控处置，切实解决群众的“薪”事。

防微杜渐扼于源头不松懈。联
合检查组深入一线，通过查看用工
单位实名制管理情况、劳动合同签
订情况、工资按时支付情况等，全面
掌握相关信息，做到早发现、早介

入；对企业及劳动者进行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的宣传，督促企业自觉遵
纪守法、劳动者合法维权，培养劳动
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协调各
方在职权范围内积极协调各利益
方，保障劳动者利益，促进矛盾隐患
化解在初期。

欠薪处置化解纠纷不含糊。该经
开区下好欠薪防治“先手棋”，对排
查出的欠薪隐患问题，做到早发现、
早预防、早介入、早处理；加大宣传
力度，建立分片联系企业服务责任
制，向企业宣传《拖欠农民工工资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加大执行力度，一旦劳资纠纷
发生，协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处置，及
时将矛盾扼于源头。

（通讯员 闵宿州）

深入排查清隐患 防微杜渐扼源头

宿松经开区防范化解欠薪风险

本报讯 日前，皖江文化博物馆
珍贵历史实物资料捐赠仪式在安庆
博物馆举行。反映地域历史文化及近
现代文化的珍贵历史实物资料30件
（套）、展柜13组（套）入驻“新家”。

此次捐赠的藏品涵盖纸质、瓷
器、玉器、木器、金属五大类别。嵌宝石
玉算盘以华贵的材质、精巧的工艺让
人叹为观止，红釉直口瓶则以其鲜艳
的色彩和优雅的造型展现了古代瓷器
的高超技艺。此外，蓝釉瓷狮摆件、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安庆地名图等珍贵藏
品也各具特色。这些藏品时间跨度大、
品类丰富、精品珍品多，系统展现了皖
江文化的魅力，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
文学文献和艺术审美价值。

皖江文化博物馆是安徽省唯一

一家集自然、历史、社教为一体的民
办综合类博物馆。“能为家乡的博物
馆捐赠一批文物，以绵薄之力助力家
乡文化建设，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皖
江文化博物馆理事长伍茜说。

“这些珍贵的藏品承载着历史的
记忆和文化的传承，是记录地域历史
文化、近现代文化的实物鉴证，为安
庆博物馆的馆藏增添了新的光彩。”
安庆博物馆馆长王红星对捐赠人的
慷慨之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他表示，安庆博物馆将妥善保
管这些珍贵的藏品，深入研究这些珍
贵的实物和资料，挖掘其背后的历史
内涵和精神价值，让更多的人领略到
皖江文化的博大精深。
（见习记者 刘丹 通讯员 陈恒）

皖江文化博物馆
向安庆博物馆捐赠文物

本报讯 12月 10日中午开饭时
间，太湖县汤泉乡赵河小学食堂内，学
生中间坐着好几位成年人，学校校长李
敬盘和教导主任刘传勤也坐在其中。

不仅教师陪餐，为了更好地做好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前几日，该乡还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
走进校园，从验收蔬菜开始，全过程
体验学校食堂出餐过程。

“新鲜食材分区域入库，清洗、切
配、烹饪过程都很精细，看到学校食堂
制作午饭的整个过程，我们家长更放

心了。”当天，受学校邀请，该县人大代
表赵章平现场参观了午饭制作过程，
中午还和学生们一起吃了午餐。

“让外界了解营养餐制作过程，
可以促进学校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
更好。”刘传勤说，食堂开放日活动，
不仅提升了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还搭
建了家校沟通的桥梁。

为增强学校食品安全透明度，下
学期，该乡将在全乡所有学校不定期
推行食堂开放日活动。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赵飞燕）

筑牢校园舌尖“安全线”

本报讯 “我家就住在幸福河边，
新漳河这几年的生态变化非常明显，
水清了、鱼多了、鸟来了，人居生态环
境改善了。”望江县漳湖镇幸福村村民
曹敏说。今年11月份，幸福村村级河长
曹学林在巡河时发现幸福河存在一处
疑似违规建筑物，这不仅侵占河岸，严
重影响河道畅通和河岸景观，还存在
安全隐患。对此，漳湖镇组织水利站、
农办、城管中队等部门及时制止违建
行为，并对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拆除面
积100余平方米，同时引导群众积极关
注、支持、参与河道管理与保护。

近年来，望江县漳湖镇以“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扎实推进
“河长制”工作落细落实。该镇对新漳
河、幸福河、中心河等6条主要河湖制
定“一河一策”管护方案；全镇9名镇
级河长和18名村级河长常态化开展
日常巡河工作，并逐河建立问题清
单；线上线下全方位开展河长制宣
传，强化群众保护河流的意识。今年，
镇村两级河长共巡河972人次，建立
问题清单并完成整改7处，清除漂浮
物垃圾、水草等百余吨，发放宣传单
页1400余份，营造了全员关注河流、
爱护河流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何明 刘群卫）

扎实推进“河长制”

全力守护河湖水生态安全

12月9日，岳西县包家乡鹞落坪村吉
福农庄老板胡典直播销售当地农副产品。

2010 年，胡典从河南嫁入鹞落坪
村。2012年，她办起了农家乐。2016年开
始，她开始通过镜头记录家乡，向更多
人宣传鹞落坪村的红色历史故事，绿色
生态资源，至今已发布短视频482期，平
均每条视频有上万的浏览量，不少游客
通过她的短视频来到鹞落坪村。

如今的鹞落坪，前来参观、研学、避
暑的游客爆满，最多时一天多达6000余
人。鹞落坪村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

“金饭碗”，尝到了乡村旅游的甜头，走
稳了乡村振兴之路。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吴成舟 摄

外来媳妇成主播

红了山村富了民

12月9日，怀宁县腊树镇森林防火队员在巡山。入冬以来，林木枯黄，该县积极落
实冬季森林防火责任，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燃”。 通讯员 檀志扬 邹佳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