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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目前，企业原料进口、产品出口
渠道都不畅通。“项目要正常运行、
要向前发展，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
更需要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淄
博环亿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伟说。

据曹伟介绍，对淄博而言，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还是一个新事物，
目前，淄博尚未制定有关建筑垃圾
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方面的政策文件，
在建筑垃圾清运、处置、资源化利用
等环节上，缺乏统一的指导和规划。

“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指导，有关部
门很难对私拉乱倒、无资质运输建筑
垃圾、沿途抛洒漏等现象进行明文处
罚。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财
政补助、税收减免、信贷、水电价格等
各项优惠政策也不好落实。建筑垃
圾入厂，以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产品的推广也无据可依。”

“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强制再利
用、向资源化企业交售等畅通建筑
垃圾进厂渠道的措施，以及将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宣传推广、纳
入政府绿色采购目录、优先使用等
帮助产品走出去的措施，都需要在
政府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出台后，再
进行落实。”曹伟说。

垃圾回收利用

亟需政策引导

2013年上半年，淄博首个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已经具有了消纳建筑垃圾、生产新型建材的能力。但
是，该项目运行近一年的时间里，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这是目前项目运行中所
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淄博环亿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伟告诉记者。

填埋旧习惯增加回收难度

谈及企业“吃不饱”的原因，
环亿公司董事长曹伟说，目前，
建筑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和露
天堆放为主，已形成习惯。“人们
对于拆迁出的固体废弃物，普遍
缺少初步分选意识。钢铁等较为
值钱的物件会留下，剩下的‘没

用的’建筑垃圾可能被运到指定
的消纳场填埋，也可能被随意抛
洒、堆放。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建
筑垃圾也是有再利用价值的。”
曹伟说。杨建森也认为，这种习
惯的存在，增加了建筑垃圾进入
企业再生利用的难度。

1个多月才来了一小车

“目前，我们公司一年可消
纳约800万吨建筑垃圾，张店、周
村、临淄三区一年产生的全部建
筑垃圾，我们可以完全消纳，并
将其转为新型建材，而且产能还
有结余。”环亿公司总经理助理
杨建森说，从去年的情况来看，

环亿公司所承接的大型建筑垃
圾消纳项目，只有华润渣土清运
工程这一项，除此之外，就只有
附近地区的一些小项目。“有时
一周来一车，有时半个月来一
车，最长的一次，1个多月才来了
一辆小车。”他说。

工人将建筑垃圾加工而成的成品建材从机器上搬下。 本报见习记者 臧振 摄

曹伟介绍，不少单位和个
人对建筑垃圾生产的产品认知
度不高。“甚至有人一听说地砖
是由建筑垃圾制成的，第一反
应就是‘啥？建筑垃圾还能造东
西？’”曹伟说，消费者对产品不
了解，进而引发了对产品质量

的怀疑。因此，即使产品虽然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但由于认知
度低，营销难度太大，很难大量
走向市场。“公司产品性能高于
国标，而且具有环保耐磨、透水
透气等优点，用来进行建设毫
无问题。”杨建森说。

产品性能高却缺乏认知度

青岛市从2013年1月1日起，实
施《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条例》。这是全省首部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规定，拆除工程、新建工
程实施单位均应以4元/立方米的标
准缴纳建筑废弃物处置费，并将建
筑废弃物运送至资源化利用场所。
所收取的处置费，全部用于支持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该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单位或
者拆除单位应当在建筑废弃物产生
前，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预处置
方案报送市、各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市、各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材料审查、现场
勘查，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青岛：

颁布全省首部法规

支持建筑垃圾再利用

本报见习记者 臧振 张童

原料运输花费多，工地不愿送；制作工艺成本高，产品又不好卖

建建筑筑垃垃圾圾回回收收企企业业尴尴尬尬中中生生存存

建建筑筑垃垃圾圾资资源源化化利利用用将将有有章章可可循循
淄博首个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规范运输中转回收等

本报3月9日讯 (见习记者
臧振 张童 ) 记者从市住

建局了解到，淄博首部建筑垃
圾处置及资源化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已经起草完成，并
将于近期出台。“届时，淄博建
筑垃圾运输、中转、回填、收纳
以及资源化利用将有明文法规
的严格管理。”市住建局一名工
作人员说。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办法
鼓励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鼓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优先
采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
品，还规定不能进行资源化利
用的建筑垃圾，应当交由建筑
垃圾固定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
无害化处理。

“办法规定，相关部门应当
建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信息

平台，并会同市城市管理部门
制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信息
平台运行制度。这一平台的建
立，将引导建设单位、资源化利
用生产加工企业通过该平台与
市建设工程集中交易中心，加
强建筑垃圾的交换利用。”市住
建局工作人员说，办法的出台，
将在很大程度上畅通资源化生
产加工企业原料进厂渠道。

该办法规定，全部或者部
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
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能够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的，“必
须采购和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
品”，以及建筑设计部门在设计
环节要优先采用建筑垃圾再生
产品，“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绝采用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产品”等。

“运输成本高也是制约
建筑垃圾进厂的一个重要原
因。要进行建筑垃圾的再生
利用，首先需要较大的场地
去堆放建筑垃圾，因此，我们
公司设在了较偏远的郊区。
距城区远、运费高，城区一些
工地就不愿把建筑垃圾送到
公司来，可能就近找个地方

就把建筑垃圾处理了。”曹伟
说。另据杨建森介绍，舍近取
远、将建筑垃圾运到企业进行
再生利用，可能需要多花运费，
但对于整体利益是有利的。“建
筑垃圾进厂资源化，一步到位，
避免了建筑垃圾‘二次搬家’
的问题，节省了清理建筑垃
圾的费用。”他说。

厂址偏远，工地更愿就近处理

“为了不影响产品性能，建
筑垃圾在转变成再生骨料的过
程中，必须经过多道分选工艺，
将铁、塑料、木材等杂质除掉，
这就增加了再生骨料的工艺成
本。而淄博山多，沙石等天然骨

料成本低。再生骨料制成的产
品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杨建
森说，消费者当然更倾向于购
买天然骨料产品。

据介绍，现阶段，政府采购
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去向。

工艺繁琐，无价格优势

建筑垃圾经各道工序处理后变成再生骨料。
本报见习记者 臧振 摄

◎原料吃不饱◎ ◎产品出不去◎

企业呼声

“吃”进建筑垃圾

“吐”出新型建材

本报3月9日讯 (见习记者 臧
振 张童 ) 淄博环亿资源综合利
用有限公司的垃圾资源化利用项
目填补了淄博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方面的空白。该项目的二期工程计
划于今年竣工，该项目年处理建筑
垃圾能力将达到300万立方米。”

该公司位于张店区杏园路办
事处上湖村、占地120多亩。走进该
公司的破碎生产线厂房，记者看
到，分类后的建筑垃圾正通过输送
带，运往地下的破碎系统。“在地下
破碎系统中，建筑垃圾的处理，需
要经过破碎、磁选除铁、筛分、风选
除轻物质、水洗除泥等一系列工
艺。”环亿公司生产车间经理孙学
尧介绍，无论是砖瓦碎块，还是大
型的钢筋混凝土板，进入地下破碎
系统后，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变
成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随后，再
生骨料将进入压制成型环节，通过
国际领先的全自动砼砌块生产线，
不间断地将再生骨料制成各种建
材。再经过养护窑一天的养护蒸养
后，成品建材就可被运送出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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