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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丹丹 谭丽

随着冬季气温下降，道路两侧

树叶纷纷飘落。为确保城市环境整

洁美观，减少落叶对城市环境的影

响，连日来，园林绿化公司的工作人

员加紧对道路两旁的枯枝落叶进行

清扫。

记者在我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看

到，园林绿化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枯枝

落叶进行装袋打包，这些集中打包的

枯枝落叶将被送往位于众祥村的肥

料厂进行加工。青海高原地沣肥业

生产厂长相迎春说：“我们现在是将

生活污泥和枯枝落叶进行一个混合，

加工成肥料，后期再将这些肥料反哺

到园林绿化中。”

厂区内园林绿化公司的工作人

员将枯枝落叶集中倾倒在堆放区域，

等待发酵处理。发酵完毕的枯枝落

叶正与来自污水处理厂沉淀挤压脱

水后的生活污泥混合进行翻抛作

业。“我们发酵的周期大概在 10 天到

15 天，发酵完成后水分基本上就降

到了 40%，然后还需要进行一个简单

的尘化，将水分降到 30%以内。最后

进行筛分、粉碎就可以装袋打包了，

这种处理完的有机肥相比其它有机

肥也会更好一些。”相迎春说。

相比其它混合发酵池，生活污

泥和枯枝败叶发酵池基本可以实现

露天发酵、环保无臭。在青海高原地

沣肥业厂内，工人们正在对枯树枝

进行粉碎。“四个发酵池同时可发酵

600 吨至 700 吨的污泥树叶混合物，

相比树叶，枯枝较难发酵，这就需要

对枯树枝进行二次加工。”相迎春

说，“在早几年，格尔木的枯枝落叶

都是采取填埋处理，一方面分解较

慢，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浪费。自 2022
年开始，我们就跟园林绿化公司对

接，把树枝和落叶收集到我们厂进行

加工处理，做成园林专用肥。”

凭借着前瞻性的视野创新性地

将生活污泥与枯枝落叶这对看似

“不搭调”的废弃物进行混合协同

处理，实现了从“负担”到“资源”的

华丽转身。相迎春说：“我们现在

的产量超 6000 吨，而格尔木市整体

的园林绿化使用量全年也就 3000
吨至 5000 吨，基本能够满足全市园

林绿化的使用，同时我们也在拓宽

销 路 ，将 这 些 肥 料 推 广 到 其 它 地

方。这样一种废物再利用的模式

在生态治理上也是非常好的，因为

它是粉状肥，不伤根，可以和种子

直接混合。像一些矿山，如果说没

有土，就可以直接把这种肥料覆盖

上，覆盖 20 公分，发芽率特别高。”

近几年，我市将生活污泥和枯

枝落叶资源化利用处理，不仅是环境

技术创新实力的展现，更是对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

□ 人民日报 记者 贾丰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技术部副经理于雪

峰，扎根氯化钾等无机盐生

产一线近 20 年，先后参加国

家级、省级重点科研项目 7
项，参与编写《无机盐工艺

学》等 2 本专著，获得青海省

五一劳动奖章。

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

盐湖上，北风裹着细微的盐

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

味道。在卤水池的坝埂上，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部副经理于雪峰手握

取样器，时不时俯下身子，对

不同位置的卤水进行采样分

析……“受不同季节和降水量

影响，卤水中的卤质会发生相

应变化，我们必须对光卤石的结盐粒度

进行跟踪观察，随时掌握生产情况。”于

雪峰介绍。

2005 年，先后在四川宜宾天原化

工集团和青海省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工作过的于雪峰，进入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氢氧化镁车间，他的

第一个任务便是参与建设氢氧化镁中

试项目。

“建设难度不低。”毕业于化工专

业的于雪峰虽然在学校时也接触过盐

化工，但面对全新的生产设备，他仍需

加紧学习、尽快适应。为了保证即将开

始的生产顺利进行，作为车间技术员的

于雪峰认真研究图纸、现场调试、查阅资

料，“将所有设备的位置、名称一一标注

清楚，确保每个人都能轻松识别。”两个

月后，于雪峰不仅将工艺流程、操作条件

等熟记于心，还编制了清晰规范的操作

规程，为项目的顺利投产奠定了基础。

在于雪峰看来，生产一线是实践

课堂，更是创新舞台。氢氧化镁是一种

常见的阻燃剂，被广泛应用于电缆、塑

料管道等材料的生产，也是公司的主要

产品之一。“按照传统方式生产氢氧化

镁，加入液氨后的氯化镁溶液反应剧

烈，整个设备都会产生较大震动。”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于雪峰和同事们一

起，连续几个月吃住在生产车间，反复

试验、一点点修改参数，“最终，我们确

定了科学的通氨速率和方式，不仅降低

了设备震动强度，还缓解了氢氧化镁生

产中出现的反应不均难题。”

“以工匠之心推动技术进步”，是

于雪峰常说的一句话。这些年，于雪峰

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许多成果并加以

推广。他先后参加国家级、省级重点科

研项目 7项；参与编写《无机盐工艺学》

等 2 本专著；主持制定《氯化钾生产技

术热溶—真空结晶法》等 2项青海省地

方标准和 1 项团体标准；主持编制《钾

肥生产系统氯化钾平衡报告》等多项专

业技术报告 6篇……

如今，盐田、生产车间、实验室依

然是于雪峰去得最多的地方。“只有到

一线，心里才踏实，因为那里有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也蕴藏着最好的解决方

案。”于雪峰说。

我市“四举措”抓紧抓实耕地保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彩萍）近年来，

我市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持续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严守耕地红线和粮食安

全底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我市制发《格尔木市关于建立耕

地保护田长制的实施方案》，坚持“地

有人种、田有人管、责有人担”的原则，

全面推进“田长制”试点工作，及时召

开耕地保护工作推进会，全面落实工

作责任，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

相关工作，确保全市 2.2万亩耕地实至

名归；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以“零容

忍”态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

格管控“非粮化”，坚定不移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此外，认真做好耕地“非农化”整

治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

制定整治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明确

整治工作任务和整治工作内容，共核

实处置图斑 38 个，面积 401.1 亩，其

中：非耕地图斑 26 个、面积 394.2 亩，

县级自提图斑 12 个、面积 6.97 亩。通

过调整补划、整改恢复等方式对永久

基本农田中非耕地进行调整补划图

斑 11 个，完成处置 684.13 亩。将用地

保障和耕地保护工作有机结合，统筹

推进，加强日常动态巡查，加大自然

资源执法力度，对违法占用和破坏耕

地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

告、及时查处”，切实做到发现在初

始，解决在萌芽。强化耕地保护责任

机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创新完善

耕地动态监测、质量评价、执法监管

等工作机制，严肃查处各类违法用

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

地“非粮化”。

同时，依托“4 · 22”地球日、“6 ·
25”土地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

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多渠道、多形式持续加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耕地

保护“八不准、六严禁”等自然资源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宣传和引

导，提高广大群众对关于耕地保护有

关政策制度的知晓度、参与度，使耕地

保护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形成全社会

支持参与耕地保护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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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正在粉碎枯树枝。 记者 谭丽 摄

（上接二版）并有针对性地提供上门

指导，推动高质量参保。此外，开展

工伤保险政策进直播间，线上云端

解难题，推动宣传工作走深走实。

以“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为契

机，青海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进一

步优化窗口主阵地，开展“体验走

进社保”活动，邀请参保单位经办

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社银合作”

银行等代表，从不同视角，全链条

展示“一网通办”、综合柜员制等业

务，把政策讲明、让群众听清，向用

人单位和群众近距离展示社保服

务温度。将“社保服务进万家”活

动与“春风行动”同步开展，在招聘

现场专设咨询台宣传社保政策。

组建“人社小蜜蜂”服务分队，前往

省内高校详细宣讲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等热点问题，引导大学生自觉

树立参保意识，合理维护自身权

益。联合劳动监察部门深入建筑

工地，现场讲清权利义务，为农民

工送去暖心服务。

从“负担”到“资源”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