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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强回收循环利用能力建设是“两新”政策部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使垃圾资源化，这是化腐朽为神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通过高水平环境保

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在中国，循环经济展现非凡“魔力”。

变废为宝，循环经济有“魔力”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邵香云 白佳丽

还有“吞垃圾、吐宝贝”的产业园？

“你没听错，我们开发区里就藏着这么一

座‘城市矿山’。”天津子牙经济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彦江谈笑间，引着记者来到位于

天津静海区的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在

这里，可循环利用资源能得到精细化“开采”。

早在 30多年前，天津子牙河畔的居民就做

起了废铜烂铁里的“淘金”生意——走街串巷收

来废电线、废家电等，进行家庭小作坊式拆解。

然而，在空地堆干柴、烧电线、挑铜丝……

几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野蛮”发展模

式，让当地一度陷入生态恶化的泥沼。

“面对越来越差的生态环境，静海开始算

长远账。”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张彦江说，为规范

产业发展，当地政府成立了循环经济专业化园

区。从此，一批批废旧机电、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报废汽车和动力电池、废纸等多种类型的

再生资源，在这里获得“重生”。

走进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在几乎看不见扬尘的拆解车间，智能化的流水

线精准高效作业。一台台废旧电视机迅速被拆

解成塑料、电路板、显示屏等不同部分，并经过

加工华丽“转身”，成为许多新产品的原材料，重

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园区内外也循环畅通。”张彦江说，园区

已建立线上线下的循环资源回收体系，线下网

点分布在京津冀及东北等地区，线上建立“新

能报废王”“循环经济服务中台”等回收平台，

让再生资源回收更便利。

如今，155 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集聚

在这里，年处理加工各类再生资源能力近千万

吨。如今的子牙河畔已成功转型为北方重要

的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开区，每

年可向市场输送再生铜、铝、钢等重要资源达

150万吨。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我

们已建立起从资源回收到拆解初加工，再到精

深加工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条，再生资源在园区

内就可以被‘吃干榨净’。”天津子牙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士林说。

大海退潮，64 岁的渔嫂胡松

素身穿蓝色马甲，手持夹子，捡拾

着一个个随海水漂来的塑料瓶，

戴在胸前的GPS摄像头默默地记

录下她的一举一动。

胡松素家住浙江省台州市路

桥区黄礁岛。自从加入“蓝色循

环”项目，她便每天都来海边捡塑

料瓶。大海的潮汐，见证了她一

天天温暖而执着的行动。

这一切，都源于 2020 年启动

的“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

理项目。

这项“拯救海洋”的实践，应

用数字化手段，追踪标记海洋废

弃物回收的每个环节，让这些被

视为“海洋毒瘤”的塑料垃圾，摇

身一变成为低碳环保的原材料。

回收利用后的收

益，主要反哺当地

居民。

“捡来的塑料

瓶会送到附近的

‘小蓝之家’，一个

能卖 2 毛钱，比一

般垃圾回收站的 3
分钱一个可多多

啦，现在一个月能

挣七八百元补贴家

用。”胡松素开心

地说。

“让渔民有钱赚、企业有动

力，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就进入

了良性循环。”“蓝色循环”项目发

起成员之一、浙江蓝景科技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方敏说。

沿着浙江的海岸线，十多个

“小蓝之家”如同海洋卫士，守护

着数百平方公里的海洋边滩。

1360 多名沿海地区居民、约 1 万

艘渔船和商船纷纷加入到这场

“拯救海洋”的行动中。截至目

前，各类群体参与治理超过 6.36
万人次，共收集海洋废弃物约 1.5
万吨，其中塑料废弃物 2900多吨。

“蓝色循环”项目为解决海洋

污染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吸引了全球目光。2023 年，项目

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

“地球卫士奖”。2024 年，项目在

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被向全

球推荐。

在浙江湖州安吉的威立雅华

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里，从“小蓝之家”运来的塑料垃

圾经历了一场“奇妙之旅”，它们

被深度清洗、熔融造粒，最终用于

包装材料、工业制造、服装家纺等

众多领域。

“2022年以来，我们已累计处

理数千万个来自‘蓝色循环’项目

的海洋塑料瓶。”该公司运营总监

付现伟说，经国际认证的海洋塑

料粒子，平均可卖到传统再生塑

料价格的 1.3倍以上，而以海洋塑

料垃圾为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则

有更高的附加值。

不仅如此，在区块链、大数据

等互联网技术加持下，海洋塑料

变得“来路清晰”，每个用“蓝色循

环”项目回收的海洋塑料制成的

产品都有专属二维码，使用者能

看到它从海洋垃圾到商品的全生

命周期。

如今，“蓝色循环”正在从浙

江走向全国，奏响了一曲海洋保

护的壮丽之歌。

看着刚刚运来的报废电缆、

变压器、钢芯铝绞线等废旧电力

物资设备，王开才就像看到了“宝

贝”。

“别人眼里的报废品，在我眼

里可是好东西。”王开才说，以废

旧电缆为例，外皮是很好的聚乙

烯材料，破碎后可加工成润滑剂

颗粒，一吨售价超过 1万元。

作为国网重庆电力再生资源

循环利用中心的现场负责人，王

开才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把各类

废旧电力设备变废为宝。

“过去报废电力设备主要通

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卖给回收商

处理，但不少回收商专业处置能

力不足，往往是小作坊式简单拆

解，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可能污

染环境。”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物

资部负责人廖辉英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22年，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在位于永川

区的港桥工业园区建成国网系统

首个绿色拆解分拣中心——重庆

电力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对

电力报废设备进行“收、运、储、

拆、拣、用”一站式管理。

王开才和同事们不断钻研，

从无到有建起变压器、导线、电表

等多条拆解线，还和高校合作研

发了电缆剥皮机、钢芯铝绞线分

离机等新设备。

“以前这种从电缆里拆下的填

充料难以处理，现在可以把它们交

给下游企业，生产防火的阻燃剂。”

王开才指着一堆类似绳子的阻燃填

充料说，废弃物成了“好资源”。

自 2022 年以来，该中心累计

拆解分拣处置各类电力报废设备

约 1.4 万吨，产生铜、铝、塑料等 7
大类资源品。不仅碳减排 41.8 万
吨，较原处置方式更是增值约

30％。

如今，报废电力设备高效回

用在这一传统行业已蔚然成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物资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山东等

10 个省份已建成 14 个绿色拆解

分拣中心，依托电网可再生资源

交易平台，促进了可再生资源统

一管控、集中回收、绿色拆解、公

开竞价和循环利用，助力了能源

领域的绿色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传统行业的“绿色”变奏

“拯救海洋”的温暖行动


子牙河畔的传奇“重生”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航拍图。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浙江台州温岭一艘休闲渔船上印着“蓝色

循环”的标志。 新华社记者 黄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