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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可能会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外出前看
一下天气情况和空气质量状况。那么，每天的空气质
量状况是谁在监测并发布出来的呢？昨天，记者走进
宁波市环境监测中心，它是我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哨
兵”，每天的空气质量状况就是从这里发布出去的。

多年前，“灰霾”污染日益加重，大气环境呈现复
合性污染，PM2.5随之成为公众关注焦点。为做好我
市新的环境空气标准实施工作，提前实行新环境空气
标准，提升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市环境监测中心在任
务重、时间紧、人员少的情况下，勇于开拓创新，逐一
突破。

2012年，国家推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并要求长
三角区域城市率先建成PM2.5监测网络。为此，市
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周军和同事们协同配合，对
我市所有的大气自动监测站摸底调查，对站房改造、
仪器选型、方法确认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

新标准要求高，在借鉴经验缺乏的情况下，监测
中心大气室工作人员积极开拓创新。在2012年5月
底，市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完成了我市
的PM2.5监测网络建设，只用了短短3个月时间。

201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要求各城市在当年11
月完成PM2.5实时数据及AQI日报。同样在周军和
同事们的努力下，2012年8月24日，我市率先在全省

实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环境空气质量实况。
空气质量状况的监测和发布，只是市环境监测中

心众多职能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该中心党支部副
书记叶文波介绍，市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于1976年，是
国家环境监测网络二级站。“我们的主要职责是说清
宁波的污染源状况、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和潜
在的环境风险，为环境决策服务，为环境管理服务，为
社会公众服务。”叶文波说。

对市民而言，市环境监测中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进行
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包括地表水、环境空气、降水、底质、生
物、噪声、辐射等常规监测工作；负责污染源监督监测，包
括排污收费监测、排污申报监测、重点污染源监测、环保设
施竣工验收监测、污染治理项目环保设施效果测试、污染
事故应急监测等。

2013年6月17日，镇海炼化分公司发生“乙烯跳
车”事故。百万吨乙烯裂解气压缩机发生跳车，部分
中间产品通过高空火炬燃烧高空排放，在此过程中出
现明显浓厚的黑烟、火光和噪声。

事故发生后，镇海区环保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告知此次故障没有发生乙烯泄漏，且对空气
质量影响不明显，但舆论依然在发酵，谣言四起。当
晚7点，同样负责应急监测任务的周军接到命令，半
小时后赶到现场，立即对厂界周边和附近居民点环境

开展监测，用了近3个小时完成监测任务。
为了尽快消除民众的误解，市环境监测中心在深

夜12点发布事故简报，公布了所有的监测数据，声明
该事故未有乙烯泄漏，各敏感点未检出特征有机污染
物，但噪声对公众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公布的信息比
较全面、透彻，舆论渐渐平息。

近年来，市环境监测中心充分发挥监测职能，当
好我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哨兵”。

根据“8·11”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任务，该中
心相继完成了余姚江城山渡自动站、奉化江方桥自动
站、余姚市横河自动站等3个交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
站的建设，以及浙江省空气背景自动监测站奉化滕头
村站的建设。该项目为环境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并
向省中心、国家总站上报准确有效的实时监测数据。

为了做好我市节能减排工作，该中心还专门成立了
“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从事年度“减排”企业的监督性监
测、数据上报以及污染源在线装置比对工作。该中心所
涉及的监测对象包括全市的排污重点企业以及省控、国
控重点企业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直接排海污染源企业和
直排入海城市污水处理厂等，监测率达99%以上。

此外，该中心还积极配合市环境监察支队，开展
信访监测、应急监测和各类专项执法行动。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市环境监测中心当好环境保护的“哨兵”
很多市民每天必看的空气质量状况就出自这里

“没想到这里一点臭味都闻不到”
市民代表走进市餐厨垃圾处理厂，感受变废为宝过程

“哇！这就是垃圾处理厂
啊，看起来像花园一样，真是
太漂亮了。”

“原以为垃圾处理厂又脏
又臭，没有想到这里一点臭味
也闻不到，餐厨垃圾就这样被
处理了，简直不可想象。”

昨天上午，30多名市民代
表走进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实
地感受餐厨垃圾变废为宝的全
过程，不少市民代表赞叹不已。

去年6月，宁波市餐厨垃圾
处理厂建成试投用，目前已正式
全面投用，中心城区餐厨垃圾全
面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日处理餐厨垃圾600吨

餐厨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急待挖
掘的“城市矿产”。合理处置餐厨垃圾，不仅可以
降低垃圾处理成本、避免环境污染，还可以实现循
环利用，创造价值，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2015年7月，世行示范项目子项目——宁波
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工程采用PPP模式开始实施。
2016年3月28日，项目完成社会资本合作伙伴招
标；2016年8月31日，宁波市城管局与宁波首创
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签订PPP合同。

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位于市
固废处置中心园区内，在海曙区洞桥镇宣裴村裴
岙，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处理能力为餐厨垃圾
600吨/日，是一个技术先进、环保达标、安全卫
生、运行可靠、经济适用、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餐
厨垃圾处理厂。

无害化处理没有臭味

2018年6月下旬，厂区一期建成试运行。每
天清晨，一趟趟垃圾车，将从中心城区各地收集来
的餐厨垃圾和“地沟油”运送到厂区。值班工人将
这些“废物”倒进机器，经过自动分拣、细分制浆、
湿热水解及离心机提取油脂、有机渣和水相混后
厌氧发酵等复杂工序，最终产生沼气、工业用油
脂，剩余物送到指定地方进行焚烧或填埋。垃圾

处理各环节，全部为全自动机械化操作，负压管
理，因此不会有异味传出。

据介绍，经高效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一部分
经净化后向厂区提供能源，另一部分经净化压缩处
理后并入市政天然气管网。“地沟油”和餐厨垃圾中
的废弃油脂经分离提纯后形成毛油，可销售给具有
相关回收资质的企业作为化工原料，不仅可杜绝

“地沟油”和“潲水猪”等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的乱象，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还具有一定
的经济效益。

餐厨垃圾预处理、“地沟油”预处理、厌氧发酵
系统、沼气净化和利用系统、沼渣脱水系统、除臭
系统……看到这些复杂精妙的现代垃圾处理工
艺，参观的市民代表纷纷点赞。市民余良官说：“之
前担心垃圾处理厂会污染周边的环境，今天我们现
场看了，完全放心了。”

成功破解“邻避困境”

我市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宁波市餐厨垃圾
管理办法》，要求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必须将日常的
餐厨垃圾交由指定单位进行收运，对不执行的单位
予以严厉处罚。

记者从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了解到，目
前，全市垃圾分类工作“三厂六站”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顺利。“三厂”中的海曙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
于去年8月正式投用，餐余垃圾处理厂已于去年6

月21日试运行；“六站”是指位于海曙、江北、鄞州、
镇海、东钱湖的6座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去年均
已投入使用。

“基础设施是生活垃圾分类项目的基石，到今
年年底，全市相关基础设施将全部投用，这将是我
国首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的投入使用，将对国家垃
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新走向产生一定引领作用。”
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副主任何锡明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工程自2014年正式启动以
来，经过近3年的前期工作，成功破解了此类工程
建设中经常发生的“邻避困境”。

项目推进中，针对干部群众存在的“要不要
建、为什么建”等问题，通过召开镇村干部会议、邀
请专家授课、组织党员及村民代表外出考察等形
式，加深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直观了解，并就建设标
准、征迁安置、环境保护等问题与群众沟通。

采用“阳光征迁”模式，在20天签约期内，151
户拆迁户中有145户签约，签约率达96%。企业
建成后，其篮球场、健身房、环保主题公园和展厅
向公众免费开放，真正从“邻避”变成“邻益”——
附近居民能从中受益。

“以前我们还担心，厨余垃圾处处理厂投产
后，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现在，处理厂建成
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便利，真是太好了。”住
在附近的周先生说。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奕齐 张路 文/摄

争攻坚争攻坚··项目争速看变化项目争速看变化

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全景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