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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污泥产业化发展遇到了困难？

——只有把污泥变成社会欢迎的产品，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化循环利用



Step1：把污泥处理处置的实践与技术标准的制定相结合
五个
结合

广西污泥处理处置面临的问题

• 至“十二五”期间的2014年底，广西累计建成城现为污水处理设施115座，污水总处理能力达到
382万吨/日，污泥产生量为2520吨/日（现为117个、乡镇一级586个污水处理厂），环境风险
难以消除。

• “十一五”以来，全国仍无一个清晰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目标，给污泥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诸多
困难。

• 住建、环保、农业、林业等政府部门没有统一的标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各方面达
不成共识。

地方技术标准的提出

• 2015年7月，广西住建厅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由 “区污垃办”具体主持，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广西区内鸿生源环保、中环水业，制定并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

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物土地利用技术规范》。

• 从而在技术标准上解决污泥的随意倾到、堆放和填埋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

主要做法



技术标准倡导污泥产物土地利用是污泥处置的主要途径

• 鼓励符合标准、风险可控的污泥产物进行林地、土地改良和园林绿化等土地利用。达标的污泥

产物为A级和B级

• A类：园林绿化、林地利用、土壤改良、农业利用等所有作物，并仅限做基肥施用。

• B类：园林绿化、林地利用、土壤改良以及不涉及食物链的农业利用。例如纤维作物、烟草、油料、麻类、能源甘蔗、

花卉等作物，禁止施用于蔬菜、粮食、根茎类作物。

• 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优先采购符合标准的污泥产物和衍生产品。

技术标准要求遵循全过程污染风险控制原则

• 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源头监控，因地制宜选择不同土质做好污泥产物土地改

良课题，并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管。

• 相关责任主体要建立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和监管体系。

• 从事预处理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无害化、稳定化处理、检测和监管责任，建立完备的检测、记

录、存档和报告制度，相关资料至少保存5年。

主要做法



Step2：把污泥处理处置工作重点与土壤修复工作相结合
五个
结合

广西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我国南方重要林区之一。地貌属山地丘陵盆地，丘

陵和石山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70.8%，土地较为贫瘠，喀斯特石山砂石地分布广，

废弃矿场也是点多面大。

广西14个设区市污泥成分：

• 有机质和氮、磷、钾含量较高

• 镉、汞、铜、铬、铅等5种重金属含量均不超标

因此，结合广西经济发展、土壤情况与污泥性质的实际，污泥处置走生物有机

肥料的路子进行土地利用，是符合生态循环最经济可行的路子，于是我们鼓励环保

企业大胆探索。

主要做法



• 以鸿生源环保公司为例

• 污泥的资源化

鸿生源自主创新研发的“以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制备土地改良用营养土技术”，通过将

出厂污泥（含水率80%左右）预处理、压滤脱水（含水率60%左右），再把初步脱水

后的污泥与其它有机辅料混合，最后添加自主创新研发的复合微生物菌剂，经过15

天左右的好氧发酵（高温5天，中温10天）生产出土地改良用营养土，用于土地、土

壤改良。

• 产品理化指标、生物学指标和控制污染指标

污泥制备的土地改良用营养土符合《土地改良用营养土》（企业标准Q/HSYHB2015-

16）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物土地利用技术规范》（DBJ/T45-

003-2015），并优于国家农业行业标准NY884-2012。

主要做法



2014年以来，广西不仅率先在全国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泥产物土地利用技术规范》，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指导下，使这一标准规范得

到了落地执行。仅“鸿生源公司”当年就投入500多万元分别在南宁市双定镇砂石地和

百色市平果县废弃矿场投资建立了两个污泥产物土地改良示范基地，并成为广西首

个被广西住建厅授予的污泥产物土地利用示范基地单位

鸿生源公司不仅在玉林设有污泥处理处置厂，处理玉林市本级及陆川和北流的

污水处理厂污泥，而且目前还负责处理处置南宁市区江南、埌东两大污水处理厂及

市辖五县污水处理厂所产出的部分污泥，处理量达到了400吨/天，生产土地改良用

营养土约100吨/天，用于对平果县的废弃矿场进行改造。[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

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通报（国办发[2018]108号）]。

广西在污泥土地利用的有益尝试为广西乃至全国污泥处置的产业化发展经验性

地指明了方向。

主要做法



主要做法

南宁市双定镇砂石地改良示范基地



主要做法

平果县废弃矿场改良示范基地



Step3：把污泥处理处置产业与就地城镇化相结合
五个
结合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

但同时，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快速城镇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

造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现象。如何使城镇化与

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农民能够就地转移就业、就地实现城镇化，是我

国在当前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一大考题。

广西住建厅认真总结、及时吸收推广各环保企业取得的成功经验，特

别是鸿生源环保公司的成功经验，把污泥处理处置产业与农民就地转移就业

相结合，通过承租土地并雇用附近的农民务工，以“基地+农户”的模式，

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之路。

主要做法



鸿生源在南宁市双定镇和平果县内洪村，以每亩100-200元的价格从

农民手里租下砂石地与废弃矿地，并以每月3000元的工资雇用附近农民在

修复改良后的土地里种果蔬、糖料蔗，所获得的收成也按一定的比例分给

农民一部分，既解决了农民的就业生活问题，让农民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且不需要承担生产、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又解决了农民离乡打工

造成的夫妻分居、无法照顾家庭等社会问题。

不仅大大提高了污泥产物土地利用的产业化水平，更重要的是，探索

出了一条污泥处理处置与农民致富和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新路，兼顾了政府、

企业、农民、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从而为当前正在加速的城镇化进程找到

了一种解答方式。

主要做法



Step4：把污泥处理处置理论探索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五个
结合

当前在探索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标准、政策及制度难以定型，造成“急需标准却又没有标
准”、“有标准却过于粗放”的窘境；

• 大量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的技术标准，缺少中国经验，不符合幅域广大的中国各地的现实
状况；

• 政府各部门职能不同、责任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难以形成一致政策、标准意见；

• 企业、资本出于对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行业标准与管理办法的制定上，都会使用自
身的力量影响到公众决策的形成。

如何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不仅仅是政府一家的事，更需要政府、业界、社
会等诸方面的相互理解和沟通，需要官员、专家、民众的共同参与合作，需要把国外的理
论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尤其需要地方政府与环保企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认真、艰苦、细致的探索，从而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又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国标准。

主要做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住建厅、环保厅、发改委、农业厅、林业厅等政府主管部

门以“勇于担当”的创新精神，积极大胆的支持企业进行污泥土地利用的示范试验。从

2014年至2016年底，我区仅“鸿生源环保”就先后投入了600多万元将“以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制备土地改良用营养土技术”应用于南宁市、玉林市、钦州市、平果县、陆川县等

污泥处置项目，目前重点建设的是南宁市双定砂石地改良基地和平果县废弃矿场修复基地。

他们的探索，为污泥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向农民群众推广使用生物有机

肥作示范；再次，为突破污泥土地利用“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自

订标准，从“文化自信”上构筑了一条重要的根基。

尽管广西对污泥产物土地利用的探索时间还不长，但目前该项工作已呈现出了初步的

亮点和成果，相信会给全国各省区的同行提供启发和借鉴。

主要做法



Step5：把污泥处理处置工作自我监管与第三方监管相结合
五个
结合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

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不诚实、缺乏信任、不守规矩、不负责任成为

当下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弊病。从污泥处理处置工作的角度来说，尽管我

区和全国其他兄弟省的环保企业一样，做了大量真材实料的探索工作，但

能否得到政府、行业和社会的认可，还要有真凭实据的证明。

如何“做好自己、证明自己”，是摆在广西环保及其领导面前一个不

容回避的命题。为此，我们提出了“要想让他人信任，首先必须自

信”“自我加压自我约束，让第三方监管满意”的工作要求。

主要做法



以鸿生源企业为例，具体做法：

一是与污水处理厂建立污泥处理处置“三联单”制度，明细污泥接收及污泥产

物外运管理台账，可随时查询污泥处理及产物处置情况。

二是内部制定了污泥土地利用监测管理制度，由具有CMA认证资质的广西北部

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每季度拟文汇报土地利用基地监管情况和检测情况，附相关检

测报告，经广西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审核、备份，报送区住建厅1份，抄送当地环保局

等地方政府部门各1份。

三是建立第三方检测及监管制度，在砂石地和废弃矿场的修复治理过程中，委

托广西农科院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测检验。至今，历次检测结果都

显示：改良后土壤地力达到农用地二类用地水平（执行标准GB/T33469-2016），

土壤及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均不超标。

主要做法



一、要想做好污泥的处理处置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要高度重视，各职能部

门给予通力合作与支持。

“广西经验”的几点启示
四点
启示

广西在这方面能够走出一条新路，就得益于自治区在政策、人员上给予大力支持，

特别是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与认同，为市场的拓展和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和支撑。“污垃”设施是城镇发展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既担负着保障公共安全的责任，

又肩负着节能减排的重担。因此，安全处理处置污泥，并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政

府必须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各职能部门必须责无旁贷地全力推进。

“十一五”后三年，广西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

展，就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发改、住建、环保、国土、财政、

税收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区污垃办”予以大力推进。

如今要加强污泥的处理处置工作，同样必须坚持依靠住建、环保、农业、林业等

部门的联动，多方协作、通力合作，促使污泥实现“从土地中来回到土地中去”。

启示



二、要想做好污泥的处理处置工作，环保企业不能把眼光局限于眼前得益，

要舍得投资，敢于创新创业。

如果当初我区鸿生源环保觉得污泥产物土地利用不赚钱，不愿投资搞试验示范，

那这件事就不可能做下去。而现在，鸿生源环保实实在在地做成了这件事，把污泥由

臭烘烘让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变成了受欢迎的“香饽饽”。在南宁市园林绿化

市场，污泥产物制备的土地改良用营养土已成为“广西锦一方苗林有限公司”等大型

园艺公司青睐的产品，普通生物肥每吨800元，污泥产物土地改良用营养土价格却仅

为200元/吨～300元/吨，添加氮磷钾等养分后价格也才500元/吨。这既增加了企业市

场盈利的竞争能力，又符合国家农业部提出增施有机肥实现化肥零增长的方向。

启示



三、要想做好污泥的处理处置工作，必须依靠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污泥产业化发展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行业专家学者的指导。他们拥有行业最前沿

的专业知识，能对出现的事物作客观、准确的判断与分析，权威性高、影响力广。他们

在用理论指导具体实践的同时，又把具体实践归纳、提升至新一层的理论高度，引领全

社会的认知和接受。

启示

四、要想做好污泥的处理处置工作，一定要以中国的实践为主，积极掌握话语

权并尽快建立好自身的标准体系。
虽然我国的环保事业起步晚，但至今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东、南、西、北、

中辽阔的疆域，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因此，

污泥产物土地利用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专家、企业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体系，只

有这样，污泥处置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保护家园、造福人类作出切

实的贡献。



分 享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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