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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焦点

市人大代表于德利谈合理处理垃圾

革革新新处处理理方方式式
垃垃圾圾变变废废为为宝宝

会
圆桌
两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王晏坤) 我们每天打扫卫生
都会清理出很多生活垃圾，
从厨余垃圾、塑料纸张到煤
渣炭块等，垃圾种类繁多，
最后都被统一运送到垃圾填
埋场进行填埋或者焚烧。这
样做虽然干净了家庭，但却
污染了环境。烟台市人大代
表于德利认为，垃圾只是一
种放错位置的资源，建议革
新当前的垃圾处理方式。

于德利说，垃圾处理的
最佳状态就是把垃圾迅速清
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最
后加以合理利用。但目前的
垃圾处理方式并不乐观，焚
烧是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

也是较为流行的一种处理方
法，烟台附近的几个垃圾场
也是采用此处理方法。

“因为我是从事环保工
作的，所以经常到世界各地
寻求新技术，目前世界上最
为先进的垃圾处理方法是

‘垃圾填埋沼气发电’项目，
发达国家正逐步推广此方
法。”于德利说，该项目首先
对 垃 圾 进 行 分 拣 ，回 收 纸
张、卡片、硬纸板、塑料、黑
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等，实现
垃圾资源化。

另外，将餐后厨余等有
机物进行发酵，熟化，进行
沼气发电，产生电能资源，
同时熟化的垃圾成为肥土、

壤土。
“垃圾填埋沼气发电”

项目将垃圾填埋场进行封闭
覆盖，进行气体回收，不仅
可以解决因气温和污染给周
围居民带来危害而造成填埋
场选址难的难题，还可以将
收集的可燃气体燃烧发电，
减少大气污染，减少异味，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于德利建议，相关政府
部门能够提供配套资金建立
示范工程，在确定“垃圾填
埋沼气发电”垃圾处理方式
的可行性后，积极在各县市
垃圾填埋场实施推广，从而
有效解决生活垃圾污染这一
难题。

2013年7月24日深夜，一名出生
仅5天左右的男婴被抛弃在烟台市
儿童福利院附近一家超市门口。据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负责弃婴收养
的工作人员杜先生介绍，烟台全市
平均每年送往福利院的弃婴有100

多个。为此，烟台市人大代表孙克
文建议烟台设立“婴儿安全岛”，避
免弃婴受到二次伤害。

“‘婴儿安全岛’就是一座收容
被遗弃婴儿的保护设施，它的设立
人性化地解决了弃婴的接收问题，
避免了弃婴在被遗弃后再次受到
恶劣天气或野生动物等的二次伤
害。”烟台市人大代表孙克文说，我
国在2011年6月由石家庄市社会福
利院首家设立“婴儿安全岛”。目
前，石家庄、西安、南京、广州等多
个城市也均设立了“婴儿安全岛”。

2012年7月，民政部下发《民政
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
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
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试点方案指
出，设立“婴儿安全岛”符合国际社
会通行做法，是对“生命至上”、“儿
童利益优先”理念的体现。

“我们坚决反弃婴现象的同
时，也要保护弃婴的合法权益。”孙
克文说，烟台作为全国文明城市，
在“婴儿安全岛”建设中，应该走在
全国、全省前列，尽快在烟台市儿
童福利院门口设立‘婴儿安全岛’。
条件成熟后可以在部分县市区推
广，可以采取企业冠名、公开募捐
等多种形式设立。

孙克文认为，“婴儿安全岛”的
建设，需要制度支持，建立一个以
民政部门牵头、多个部门配合并参
与、各负其责的模式，形成统一的

“孤残儿童保障链”。通过对弃婴救
助管理的制度建设，尽最大可能保
障弃婴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晏坤

市人大代表孙克文

设立“婴儿安全岛”

有效救助弃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集
中抓好100个蓝色经济重点项目、
50户蓝色经济骨干企业、50个海洋
科技创新平台、10个海洋特色产业
园区，创建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
地，海洋产业产值增长20%以上。
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机遇。”在
海阳代表团，市人大代表、海阳市
黄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寿堂
说，“要抓住这个机遇，大力发展海
洋生物产业，从海水里‘捞金’。”

“我是搞海洋生物的，现在我
们已经启动了项目，吸引全国人才
来服务半岛蓝色经济。”刘寿堂说，
海洋育种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
比，起步晚，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
创新。

“2014年对我们来讲是一次重
大发展机遇。”刘寿堂说，总建筑面
积20万平方米的“海洋生物科技产
业园”项目已经建设了一部分，今
年将再建2万多平方米的基础设
施，这个科技产业园已经列为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项目。

“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园建成
后，将会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海洋
生物科研旅游休闲产业园。”刘寿
堂说，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对科技
创新企业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市人大代表刘寿堂

抓住发展机遇

从海水里“捞金”

“为了保证土地利用落实
到位，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建
了项目开竣工申报制度和项
目退出机制。”唐建平指出，对
新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收取
成交价的20%作为履约保证
金。

而对于按合同约定时间
开竣工的，返还保证金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对无正当理由

又不按约定开工，满1年的征
收土地闲置费，满2年的收回
土地使用权，重新安排项目。

唐建平说，烟台富士康园
区2006年至2007年申请用地
8000多亩，但随着国际经济形
势的变化以及富士康项目各
事业部的战略转移，为其预
留的部分土地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烟台市国土局了解这

一情况后，将烟台富士康园
区预留地中的2400亩土地进
行了区位置换，成功解决了8

个安置小区、7个公益项目和
21个工业项目的用地问题。同
时对为其预留的3个工业区、1

个住宅区共计1387亩土地进
行了项目调整，重新安排工业
项目29个、保障性安居工程项
目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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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打打响响
““土土地地节节约约牌牌””

无理由不按约定开工，

满1年的征收土地闲置费

本报记者 李园园
通讯员 范喜秋

烟台作为全国首批沿海
开放城市，伴随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烟台国土空间利用日益

“拥挤”。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背
景下，如何利用好土地，提高
土地利用率，打好“土地节约
牌”，是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和难题。烟台作为一个以低山
丘陵为主，土地资源相对不足
的城市，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记者采访了烟台市国土局局
长唐建平。

12家大型企业
“退城进园”

烟台市的新增建设用地后备资
源有限，要保障烟台的用地需求和
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是挖掘存量用
地的潜力。“2009至2013年，烟台市供
应各类建设用地29 . 5万亩，其中存量
盘活再开发利用土地达17 . 9万亩，占
全市建设用地总量的60%以上，消耗
的新增建设用地不足40%，可以说烟
台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是由存量土
地盘活挖潜来支撑的。”

“为提高土地产出效益，烟台
市大力实施‘退二进三’工程。”唐
建平说，制定优惠鼓励政策，推动
工业企业进入园区发展，腾退城区
土地发展第三产业。目前确定实施
第一批“退城进园”的12家大型工
业企业中，已有万华、冰轮、张裕、
北极星等9家企业正在搬迁。这9家
企业搬迁后可释放出低效利用土
地2万多亩，规划调整后土地增加
值达500亿元，新建设投入预计500

亿元。

“严格项目准入，通过量
化指标来落实节约土地。”唐
建平说，烟台市先后出台了

《关于强化用地保障推动节约
集约用地的意见》、《烟台市市
区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暂
行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了
节约集约用地的量化指标、考
核办法和奖惩措施。要求国家
级园区新上项目每亩投资强

度不低于300万元，亩均税收
每年不少于30万元；省级园区
新上项目每亩投资强度不低
于250万元，亩均税收不少于
每年25万元。

对投资额小于2000万元
或用地面积小于10亩的项目
以及小微型企业，鼓励其租用
多层标准厂房进行生产经营。

“所有新上工业项目均严格执

行工业用地控制指标，对投资
额度、投资强度、容积率等不
符合指标要求的，进行用地核
减或不予供地。”例如张裕集
团有限公司扩建落户烟台经
技术开发区，申请用地1586

亩。为落实节约高效用地的要
求，通过对项目用地进行标准
评估，最终核定面积1308亩，
节地278亩。

量化指标，鼓励小企业租用多层厂房
关键词：

土地节约

不按约定开工，满2年的收回土地使用权
关键词：

批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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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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