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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有关部门转发了
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低浓度瓦
斯综合利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加快煤矿低浓度瓦斯抽采利用，提
升瓦斯抽采利用水平，推动煤矿企业早
日实现“双碳”目标。

明 确 煤 矿 企 业 瓦 斯 利 用 的 主 体 责
任。《通知》明确，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
矿井应配套建设瓦斯抽采与综合利用设
施。对甲烷体积浓度大于等于 8%的抽
采瓦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煤矿企业
应进行综合利用；对甲烷体积浓度在 2%

（含）至 8%的抽采瓦斯以及乏风瓦斯，鼓
励企业探索开展综合利用。

瓦斯发电项目备案即可立项。《通知》
要求，煤矿瓦斯发电项目属于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全部实行备案管理。各级项目审
批部门要严格落实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
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在项目开工建设前通
过在线平台办理瓦斯发电项目备案手续。
备案机关不得擅自设置前置审查条件。

鼓励煤矿企业建设自发自用瓦斯发
电项目。《通知》提出，鼓励以煤矿企业为
主体办理瓦斯发电项目手续。项目可通
过合同能源管理或 BOT 等商业合作模式
委托专业瓦斯发电企业建设运营。对以
煤矿企业为主体的项目，按照清洁能源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支持企业申
请国家气量补贴，推动煤炭企业与瓦斯
发电企业建立补贴分享机制；对符合条
件的煤矿瓦斯综合利用项目，支持项目
争取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资金。

煤矿瓦斯发电享受分布式发电等支持政策。《通知》指
出，煤矿瓦斯发电属于分布式发电，可按规定享受国家关于
分布式发电的支持政策。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
的煤矿瓦斯发电项目可享受电力业务许可豁免政策，6MW

及以上煤矿瓦斯发电项目可按规定简化电力业务许可申请。
电网企业要为煤矿瓦斯电厂接入系统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积极支持瓦斯利用项目参与碳市场交易。《通知》明确，
支持低浓度煤矿瓦斯减排项目纳入 CCER（国家核证自愿
减排量）。将煤炭行业甲烷减排项目纳入气候投融资试点
支持范围，建立绿色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煤炭行业
甲烷控排减排的支持力度。

加强低浓度瓦斯利用技术攻关。《通知》强调，要发挥科
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加强低浓度瓦斯利用技术的研发。引
导相关企业围绕低浓度瓦斯催化氧化、富集提浓、高值化利
用等关键技术开展协同攻关，为煤矿瓦斯的综合利用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增强市民爱水、节水、护水意识，推动环保设
施向公众开放活动走深走实，在“世界水日”和“中
国水周”来临之际，3 月 17 日，由市生态环境局、市
河长制办公室主办，市环保萌芽协会承办的 2024“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宣传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活动，走进太原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让孩子
们了解污水的净化过程和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孩子们集中观看了污水净
化处理工艺展示图，并实地见证了生活污水由“污
浊不堪”到“清澈见底”的神奇变化：首先污水从进
水口流入粗格栅间——粗格栅间的作用是把污水中
较大的漂浮物体消除。它的一旁是提升泵房，把污
水提升到一定高度，进入旋流沉砂池，这时里边的
水比粗格栅间的水要干净一些。经过厌氧池、奥贝
尔氧化池，就来到了圆形净水池，里面的水看起来
已经很干净了。

“接下来要进行化学处理了，通过加药处理，水
会变得很干净哦！最后通过紫外线消毒，细菌就会
被杀死了……”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孩子们很入
神，并不停地记录着。

在参观过程中，孩子们仔细询问了污水处理的
每一个过程，并试图用自己学过的知识，来解释污
水处理中的操作工艺和各种现象，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

身临其境感受污水处理的全过程，在孩子们幼

小的心灵中，悄然植下环保的种子，并在未来的
日子里生根发芽，营造出节水、护水、惜水的良
好氛围。参观结束后，孩子纷纷表示，以后要从
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保护身边的水
资源，节约每一滴水。

本报讯 日前，由省生态环境监测
和应急保障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主办，中
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山西科城能源
环境创新研究院承办的“山西省重点行
业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公开课”，在太
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开讲。活动特别
邀请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秦艳，技术委员会主任、零
碳产业中心主任迪世靖，为来自全省的
2700余名企业负责人进行线上线下授课。

随着“双碳”愿景的推进落实和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的上线启动，碳市场建设拥
有了更为清晰的“路线图”。企业碳排放量
如何计算？低碳承诺如何兑现？是摆在“双
碳”目标环境下企业必答的一张“绿色考
卷”。秦艳从企业关心的这一话题出发，
围绕碳排放核算类型、企业为什么开展核
算、企业核算关键、企业碳排放管理基础
工作等方面作介绍，通过直观的数据和生
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碳排放
核算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背景知识，传
授工业企业碳排放量核算要求及方法。

为帮助企业进一步增强环境合规意
识，结合我省工业企业实际，迪世靖以《企
业环保法律风险识别与危废合规管理》为
主题进行授课，通过以案释法、以事讲法，
从企业环保合规的重要性、企业面临的环
保合规风险、企业环保违法典型案例等方
面进行深入剖析解读，并对企业在危废规
范化管理评估方面进行了重点提示，引导
企业做好危险废物规范管理，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提高企业环境保护主体意识。

活动现场，30余名来自中北高新区的企业负责人还围绕
企业全过程环境管理、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企业碳排放核
算等诸多方面与授课专家进行交流讨论，现场学习氛围浓
厚，公开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座的企业负责人纷纷表
示，本次课程系统专业、内容丰富，大家受益匪浅。

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环保负责人王宏杰表示：
“本次授课专家的分享为我们大家打开了深入了解企业碳排
放核算的窗户，有利于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碳排放核算综合能
力，促进企业全生命周期碳减排管理体系建设，从而推进企
业绿色低碳发展；对企业而言，环保法律风险的防范及应对
知识，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加强对环境法规的了解，建立完
善的环境管理制度，提升环保合规水平。”

此次环保公益公开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引发热烈反响，据统计，共有 30 余家企业负责人来到现场参
加活动，2700 余名企业负责人参与线上直播授课并进行互
动。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立足部门
职能、紧扣企业需求，持续加强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宣传
和业务技术指导，用心用情用行动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难题。

本报讯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山西省全口径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2023 年）。截至 2023 年 12 月
份，全省全口径涉重金属企业清单共 194 家，2021 年以来
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7 家。公示的名单中，涉及太原
企业 10家。

这 10 家企业分别是：山西金博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百一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金
山电镀厂、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山西海泰科
工贸有限公司、太原红日强磁材有限公司、太原市超丰实业
有限公司、太原市尖草坪区腾飞机械厂、山西裕鼎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太原惠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四五”以来，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全面排查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企
业信息、漏报企业信息，以及新、改、扩建企业信息，动态更
新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以涉重金属重点行

业企业提标升级改造和重金属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核心，全
面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单排查、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等工作。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量比 2020 年下降 5%。哪些是重点行业？《意见》
明确 6个重点行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铜、铅锌、镍
钴、锡、锑和汞矿采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
钴、锡、锑和汞冶炼），铅蓄电池制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制造、铬盐制造、
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皮革鞣制加
工业等。哪些是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意见》明确了 7 种重
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分别是是铅、汞、镉、铬、砷、铊和
锑。其中 5 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实施总量控制，分
别为铅、汞、镉、铬和砷。

根据《意见》，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摸排企业情
况，挖掘减排潜力，以结构调整、升级改造和深度治理为主

要手段，将减排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企业，推动实施一批重
金属减排工程，持续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同时，将推行
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上重点行业企业将
依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探索将重点行
业减排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落实到排污许可证。

在减少现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基础上，重点行业企
业准入管理会更“严格”。新、改、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
应符合“三线一单”、产业政策、区域环评、规划环评和行业
环境准入管控要求。建设单位在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
应明确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来源。无明确具体总
量来源的，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不得批准相关环评文件。

《意见》还指出，依法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根据《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限期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
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名录》等要求，推动依法淘汰涉重
金属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推动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
的产能依法依规关闭退出。

本报讯 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的安排，日前，我市对 29 家
企业开展 2024年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山西省“十四五”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方案》提
出，要以能源、钢铁、焦化及煤化工、建材、有色、化工、印染、
造纸、制药、电镀、农副食品加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
为重点，围绕“节能、降耗、减污、降碳”，高质量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高标准推动产业清洁化改造。

据了解，参加清洁生产审核的 29 家企业，是从省生态环
境厅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录总库中调取的。按照省
生态环境厅的要求，纳入名录总库的企业，原则上 5年内应至
少完成一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省生态环境厅鼓励各市试点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分
级管理，对高能耗、高耗水、高排放的企业以及生产、使用、排
放涉及有限控制化学品名录中所列化学物质的企业，严格实
施清洁生产审核，其他企业适当简化审核程序。

对不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或者在清洁生产审
核中弄虚作假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省生态环
境厅对完成评估或者验收的企业，将开展复核，复核中发现
的问题予以全省通报。我省提出，到 2025 年，我省重点行业
企业要分批次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清洁生产评估通过率
达 90%，验收通过率达 70%，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
高，全省清洁生产审核配套机制日趋完善。

太原探路“无废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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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家企业接受

清洁生产审核

我 省 公 布 涉 重 金 属 重 点 行 业 企 业
涉及太原企涉及太原企业业 1010 家家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宣传
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活动举行

生活垃圾 100%无害化处理，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建成，
路面养护维修产生的废料也被循环利用……去年以来，太原
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加速固废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降——
源头减量让生产生活更“绿色”

“废纸箱等物以前是和餐厨垃圾混在一起扔，现在小区有了
垃圾分类站，可以回收再利用，我们还能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说起垃圾分类的好处，万柏林区丽华苑小区陈女士赞不绝口。

万柏林区通过引入“爱分类”“爱回收”等互联网物资回
收企业，加快推进可回收物智能终端回收机投放，通过有偿
回收模式，大大提高群众垃圾分类的参与率。目前，该区日
参与量达 3万余人次，日处理可回收垃圾 100余吨。

“无废城市”建设中，我市积极推动现有生活垃圾转运站设
施升级改造，完成丈子头生活垃圾转运站餐厨垃圾转运设施改
造，启动南堰生活垃圾转运站餐厨垃圾转运设施改造项目；高
标准规划建设环卫循环产业园、环卫综合基地等，不断提高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至去年年底，共设置分类投放点 5679处，
配置分类投放桶 5.6万个，垃圾分类转运能力达到 5500吨，建成
投运 2座生活垃圾焚烧电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达 4800吨。

同时，持续加大餐厨垃圾收集处置力度，2023年新增餐厨
垃圾签约餐饮企业 901家，在推动现有餐厨垃圾处置设施稳定运
行的基础上，建成投运万柏林区小型厨余垃圾处置设施，全市
餐厨垃圾收集量由 2022年的 239吨/日提升至 350吨/日左右。

变——
资源化利用“挖”出“宝藏”

去年 9月，市城管部门将滨河东路南中环辅路、和平南路
南内环西街口等在维修中铣刨出的破旧沥青混凝土集中回
收，成为热再生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无废城市”建设，

为挖掘“城市矿产”提供了新机遇。
把“废”拉来把“宝”送走，更多“变形记”正在上演。

去年，山西秦晋煤矸石综合治理有限公司的煤矸石、建筑
垃圾烧结砖项目已建设完工，山西龙泉工业有限公司的
年加工 250 万吨煤矸石、煤泥综合利用项目和山西森昊
丰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节能型环保建筑材料项目等一
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先后开工建设。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实现煤矸石等废弃物的减量
化，就抓住了‘无废城市’建设的‘牛鼻子’。”市生态环境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源头减量和综合治理，正在加快形成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方式。

通过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大力实施工业绿色生产，推
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化改造，一
批绿色园区、绿色工厂脱颖而出——去年，山西阳煤化工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太原重工
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和
山西昊业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5 家企业成功入选国家级
绿色工厂，清徐经济开发区成功入选国家级绿色园区。

守——
“无害化”处置筑牢安全底线

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危险废物尤为特殊，更需安全

处置。为了实现在全过程环境管理中达到“最安全”目标，
以 2023 年大批企业排污许可证到期延续为契机，我市依
法将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去向等环节详细载
入排污许可管理，通过排污许可证实现对固体废物的全过
程管控。同时，将危险废物日常环境监管纳入“双随机、一
公开”内容，建立健全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有奖举
报制度和危险废物监督管理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

以“全市统筹、区域共享”为原则，我市积极开展小微
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和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试点工作，
全市先后建成投运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 6 个，
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试点单位 1 个，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
产生危险废物数量少、种类多且分散、处置成本高等问题；
推动全市现有 2 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纳入医疗废物应急
处置资源清单，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
置机制，强化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对煤焦油
等特定类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的豁免管理，全市煤焦油综
合利用能力已超 100 万吨/年；先后建成投运 2 万吨/年废
油桶及废塑料桶综合利用项目、0.1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
利用项目，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

大力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置，努力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无废模式”，太原正在
向着“无废城市”的理想图景奋力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