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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黄蓝两区中小微企业记者行”之走进山东华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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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化工企业，特别是皮
革化工企业，很多人往往“谈铬
色变”，因为皮革化工企业产生
大量含重金属铬的危险废弃
物，这些废弃物对人体都是有
害的。“而我们公司就是来处理
这些含铬危险废弃物的，并把
这些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生产出
新产品。”山东华升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胡康说，如今
华升化工就如同化工行业的

“清道夫”，每年为全省制革行
业处理富铬污泥1万吨左右。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韩红军 王建军 郭庆彩

制革工业园

诞生环保企业

山东省规模以上制革企业
100多家，仅沾化城北工业园制
革集中区就有制革企业33家，
轻革产量位居全国前三位，增
速保持东部发达省份第一。皮
革行业造成的严重污染不言而
喻，如何培育一种新的循环经
济模式，彻底解决制革企业富
铬污泥的污染问题，成了城北
工业园乃至全省制革行业亟待
解决的头等大事。

2009年6月，山东华升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厂址
就在滨州沾化城北工业园制革
集中区。面对众多制革企业难
解富铬污染物的问题，华升化
工开始着手考虑探索铬的回收
利用技术并实现产业化，这不
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实现清
洁生产，还可以充分利用铬资
源。功夫不负有心人，华升化工
成功了，制革富铬污泥资源化
关键技术的产业化诞生了。项
目依托自有技术、利用先进的
生产工艺将制革企业处理铬鞣
废水后产生的富铬污泥回收并
提取其中的铬，制成不同规格
的优质铬鞣剂，再回用于制革
企业的鞣制工序；同时，将提取
铬后的废渣进行无害化处理，
达到一般工业废弃物要求或资
源化利用。

“园区内有这么多制革企
业，山东也有很多，他们每天都
产出大量含铬废弃物，他们交
给我们处理这些废弃物，我们
把废物再利用，再生产出相应
的产品，发展环保节能循环经
济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创造了

经济效益。”胡康说。如今公司
主要生产维生素K3、皮革含铬
鞣剂及回收处理制革含铬固体
危险废物，这在整个化工行业
内树立起了一面环保、创新的
新旗帜。

铬污染控制课题

入选国家863计划

2012年，四川亭江新材料
股份有点公司、四川大学、中国
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北京
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华升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轻工业学
院联合申报了国家863计划项
目课题“制革行业铬污染全程
控制技术”，并一举通过。

与国内众多名牌大学合
作，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
可不简单，这也证实了华升化
工富铬污泥的资源化处置能力
在行业领域内得到了认可。据
了解，公司2 0 1 1年通过欧盟
FAMI-QS认证，2012年通过
I S O 9 0 0 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I S O 1 4 0 0 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2012年8月获得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目前，公司还与齐
鲁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了
产学研合作。

谈到下一步主要研发内容
和目标，胡康介绍，会继续加大
科研投入，让富铬污泥中铬的
回收率达到90%以上，回收后的
剩余废渣通过铬固定技术达到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要求或资
源化利用。把在项目实施阶段
对富铬污泥资源化处置技术进
行产业化研究，设计一套产业
化工艺及设备示范线，产能达
到资源化利用富铬污泥20000吨
/年等定为产业化建设目标。

通过本项目实施，每年预
计回收20000吨富铬污泥，将这
些回收的富铬污泥经过处理制
成铬鞣剂、再以商品铬鞣剂的
形式回用到皮革、化工等行业
企业，培育一种新的循环经济
模式，彻底解决制革企业富铬
污泥的污染问题。

华升化工实验室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实验。

沾化农信社

创新支农服务

在刚刚结束的秋收工作
中，沾化农信社积极采取推进
信用工程建设、支持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落实惠农政策等措
施，促进了秋收生产的顺利进
行。

沾化县联社把信用工程列
为一把手工程，集中开展信用
评定，提高评定质量和效率。对
诚信度高、偿还能力强的农户
适当放宽授信额度，进一步满
足其资金需求。截止9月中旬，
全社共评出信用村252个，信用
户10762户，办理贷款证3695
个，贷款余额达93703万元。

沾化县联社在支持传统
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能带动
农民增收的农副产品深加工
项目。大力推广大联保体贷
款，引导农民组建农民专业合
作社，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
化发展。截止9月中旬，全社支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5个，发放
贷款331万元。

沾化县联社积极与政府和
财政部门联系，采取“早录入、
早核对”的工作方法，确保前期
准备阶段有序进行，第一时间
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
切实杜绝了补贴资金的“跑、
冒、滴、漏”等现象，保证了党和
国家惠农政策的真正落实。

(李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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