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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节能减排”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中的关键词。城市副中心是北京重要一翼，

在低碳发展方面正围绕创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扎实推进减排降碳各项工作，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小到垃
圾分类，大到重点工程项目，绿色理念深入人心。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几处城市副中心的绿色场景，感受生
产、生活中的绿色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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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绿色秘密”真不少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 BIM+智慧工
地的数据决策系统上，不同阶段用电总量、各
区域用电总量、各区域月度用电总量等情况实
时在线，项目水电等资源使用情况“尽在掌
握”，节能增效大大提高。以“智慧”促“绿色”
的理念，在该项目中无处不在。

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于2019年11月在
宋庄镇开工，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2023年
底基本建成。建成后，将填补城市副中心东北部
区域没有优质医疗资源的空白，同时对心肺血管
疾病急救能力进行有力补充。

作为市政府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始终坚持
“绿色二星”标准，在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
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
源利用等方面，以人、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协调
发展为目标，将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施
工过程，并应用于建筑本身。

项目工地上绿植随处可见，高低错落的绿
色不仅为满是钢筋水泥的建筑工地增加生机，
还是工地节能、节水的“好帮手”。“有些绿植
原本就有，有的是我们后栽种的，面积超过
8000 平方米。除了净化空气，还可以代替路
面硬化，在工程结束后，减少破除地面产生
的建筑垃圾，大大节约成本。”北京城建集团
安贞医院项目部安全总监崔建波介绍工地
上的“绿色秘密”。有的绿地下面还藏有雨
水收集系统，收集的雨水可再利用，用于地

面喷洒降尘等。
这样绿色节能的细节巧思，在该项目工地

中还有不少。比如施工临时灯大部分是太阳
能声控灯；8 台监测仪器分布各处，实时把控
环境质量；环场喷淋可智能启动，降伏扬尘；临
时用房采用装配式建筑，节约成本还可再利
用；使用空气源热泵满足临时用房制冷制热及
生活用水需求，仅制热的耗电量就比传统热泵
节约40%左右……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各
方面都考虑到了“绿色”。

除了将绿色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该项目
的建筑本身也从设计之初就注入了“绿色基
因”。土建方面，该项目设计了下沉庭院，可
用自然采光代替玻璃幕墙，节约成本，提高
自然能源使用率。而楼宇自控系统将覆盖
整个项目，包括建筑能效监管系统、智能卡
应用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医护对讲系
统等 18 个子系统，将在医院投用后发挥“智
慧节能”的作用。与此同时，机电方面，太阳
能、空气源风冷模块相关技术、热回收系统
等的应用，也会让医院由内而外散发出绿色

“气质”。
“‘绿建二星’‘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是我们从项目开工就启动的争创目标，并严格
按照相关标准执行，希望项目竣工时，可以成
为城市副中心又一个绿色样板工程。”崔建波
充满期待地说。

绿色“达人”
带动社区创享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在梨园镇新城乐居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雪是位小有
名气的绿色生活“达人”，她不光自
己践行绿色生活理念，节能节水节
约资源，还带动居民一起共建绿色
社区，让绿色生活从一个人扩展到
一群人、全社区。

“‘光盘’啊，咱们够吃就行，不
要点太多。”每次到饭店就餐，杨雪
总会说起这句口头禅，被她“唠叨”
多了，亲朋好友都跟着她习惯了适
量点餐。而在家吃饭，杨雪还会更

“抠”一些，比如按人数计算饭菜
量，买菜总按一顿的量购买，家中
也常常推出“小份菜”，尽量不剩菜
浪费。用洗手后的清水浇花、涮墩
布，坚持绿色出行，随手关灯，旧物
改造利用……吃穿住行方面，杨雪
通过一件件细节小事把“绿色”践
行到底。

“一个人远远不够，更得带动
大家伙儿。”作为社区“带头人”，杨
雪格外重视绿色社区建设，从环境
到行为习惯，她正逐渐带动居民都
过上“绿色生活”。

“原先这里堆的都是垃圾、废
弃物，现在全种上了月季花，花开
的时候别提多美了。”社区居民常
艳芳骄傲地展示起小区新晋“网红
打卡地”。

这些小花池原来可是社区难
看的“疮疤”，一片脏乱差。当时，
社区里为数不多的空地被种上了
大葱、西红柿、韭菜……成了一些
居民的私家菜园。

为了改善社区绿色环保的生
态环境，杨雪想了各种招。但是种
菜的居民也有理由，他们认为“蔬
菜、水果也是绿色植物，不仅绿化

环境，还能提供日常生活补给。”“物业管理不到位，小区
绿化还不够，空出来的地方还不如种植蔬菜。”居民们的

“牢骚”杨雪很理解：大家都是希望社区环境可以得到绿
化美化，谁不想住在花园里？

于是，杨雪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依托居民议事厅召集
片警、城管队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协商，梳理小区环境问
题。经过多次沟通，大家的意见终于统一。“私家菜园”
消失了，见缝插针的违建也拆除了，“清理出将近 500平
方米的面积，这对社区来说可是寸土寸金的绿化资源。”杨
雪说。

经过沟通，大家一致同意在“新生”绿地栽种月季花。
“环境美了，大家都格外珍惜，别说是乱堆乱建，连小孩子
想摘朵花，都有人主动制止。”杨雪说。

除了社区环境重新“返绿”，楼道内的“牛皮癣”也不能
放过。从去年开始，社区就定期组织志愿服务队对楼道内
张贴的各种小广告彻底清理。一次清理远远不够，杨雪广
泛发动社区老党员、志愿者力量，加强日常巡视，一起维护
来之不易的整洁环境。

如今，新城乐居社区每月组织垃圾分类讲座，定期组
织破旧自行车回收兑换……居民、物业、居委会，每个社区
成员都积极参与到绿色环境建设中。“现在的社区环境一
天一个样，大家的绿色生活习惯也随环境不断提升更上一
层楼。”杨雪骄傲地说。

电子废弃物变身记
本报记者 张程伟

前不久，《通州区应对气候变化 2021 年
行动计划》出台。各项任务中，加强废弃物处
置是一项重点，明确要求引导和督促市民积
极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源头减量，推进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废弃家电及电子产品等，
正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所指的“废弃物”
的一种，这些看似淘汰无用的“废弃物”，经过
环保拆解处理后，会变身为大量再生资源。

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金桥科
技产业基地的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是北京市废旧家电回收利
用国家示范项目承建单位、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还是北京市生
态环境教育基地。其主要生产内容为拆解
处理电子废物，可拆解出铁、铜、铝、塑料、玻
璃等可再生资源，可以说是一家能“变废为
宝”的“再生中心”。

在八千平方米的操作车间里，几十位员
工身着工服、佩戴口罩，在废电视机、电脑、洗
衣机、冰箱、空调等专业流水线前紧张作业。
人工、机械拆解和自动化处理结合，通过上料
—拆解—破碎—分选等步骤，将产出的各类
物料分装到相应吨袋或容器，统一过磅打码
后按类别收储到成品库。

让我们以一台完整的废旧冰箱拆解为
例，看看究竟是如何“变废为宝”的吧。

废旧冰箱首先进行预拆解，工人把冰箱

里的塑料、玻璃、胶条等部件拆下来分类收
集。接着是自动上料到流水线，工人采用专
业抽氟机把压缩机内的氟利昂自动抽取并储
存在一个大大的钢瓶中。大家知道，氟利昂
逸散会破坏大气臭氧层，钢瓶内的氟利昂需
要交给有资质企业进行无害化再生或处理。
然后，工人将拆解下的废压缩机打孔沥油，废
油将交给有资质企业处理。一会儿工夫，这
台冰箱就剩下空空的箱体了。

接下来，这个空箱体通过流水线被送入
密闭负压的全自动破碎分选系统里。从监控
屏幕可以看到，箱体经两级破碎后变成碎片，
再经过磁选、风选、涡电流分选等工序，分离
出铁、铜、铝、塑料和保温材料等五类产物，自
动下料并分装到吨袋，废冰箱由此完成了再
生循环的旅程。

在成品库，记者看到了废冰箱产出的铜
米，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铜米纯度很
高，下游企业可以进一步冶炼，变废为宝的同
时，更能有效节省资源。”据了解，这些经过处
理后产生的资源物，一部分被送到下游企业
作为原料，另一部分被其他生产企业深加工，
做成各类金属、塑料等产品，实现了资源的循
环利用。

除企事业单位外，华新绿源同时也通过
多种渠道回收社区居民报废的电子废物，实
现资源的环保再生。

绿色回收：

华新绿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绿色工地：

北京安贞医院
通州院区

垃圾没分类？
居民主动开家庭会议“追责”

本报记者 张程伟

“垃圾分类是我们建设低碳
环保的绿色社区的基本条件之
一。”中仓街道四员厅社区副主任
白永玲介绍，中仓街道四员厅社
区共有14个小区，自从去年“垃圾
分类”工作启动以来，社区居民垃
圾分类的习惯逐渐养成，同心嘉园
小区还创新自有监督模式，使居民
垃圾分类投放率达到 98%。“该小
区 2000年建成，虽然不是社区里
最老的小区，但年头也不短了。”说
起居民如何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
投放意识，要提到一位关键人物
——物业经理李金利。

李金利担任小区物业经理多
年，居民基本上没有不认识他
的。“刚开始垃圾分类，有的居民
不会分，有的居民一时习惯改不
过来，什么情况都有，的确挺难
的。”李金利很快发现，光靠志愿
者每天桶前值守，还难以让居民
养成新的生活习惯。平时爱看
报、爱上网的他，不断学习各处的
垃圾分类“妙招”，结合自己小区
实际，李金利创新了一套“培养+
监督”的“同心嘉园模式”。

物业出资 2000 多元，在垃圾
桶站安装摄像头，配上太阳能灯，
加上提示语音。同心嘉园垃圾桶
站成了“智能+人工”双结合站
点。摄像头记录居民垃圾分类
投放是否正确。提示语音则在
每一位居民前来投放时自动播
放“感谢您参与垃圾分类，请按
照种类投放”等内容，提示居民
进行垃圾分类。

“人工”环节，则主要由李金
利完成。发现谁垃圾投放不合
格，他会用微信私信、上门沟通
等形式，与居民面对面“聊聊垃
圾分类这些事”。在他苦口婆心

的引导下，居民投放垃圾越来越自觉。前段时间，一户
居民的孩子留学归来，由于不熟悉垃圾分类投放情况，把
家里按类别分好的垃圾，直接都扔进了“其他”垃圾桶。李
金利发现后，微信联系了孩子妈妈说明情况。第二天，孩子
直接找到他道歉。

随着垃圾分类意识的逐渐加强，李金利明显感到居民
态度的转变。前几天，他发现一户老街坊家一反常态地未
按规定投放垃圾。他联系对方说明情况后，家里老人二话
没说，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家庭会议。“咱们小区为了垃圾分
类没少费心思，这也是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咱们自己
分个类，没有多麻烦，主要是给下一步处理垃圾提供了便
利，咱可不能干拖后腿的事。”家人意识到行为不妥，很快
找李金利解释：因为早上上班赶车，没来得及分类投放。

“我接到电话挺感动的，没想到居民这么支持我们。”李金
利说，绿色、环保、低碳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从家庭、从小
事做起，小区居民们的支持是小区越变越好的最大动力。

四员厅社区位于繁华地段，商铺林立，常住居民超过
3000户，常住人口近万人。2020年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其
14个小区均设置垃圾分类站点，大力度、高频次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同时开展垃圾积分兑换活动，社区环境极大改
善，垃圾暴露、乱堆乱放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居民生活垃
圾做到日产日清，社区环境污染情况大幅减少。

除了垃圾分类，近年来该社区还持续通过招募“小巷
管家”、妇联巾帼志愿者等形式，组织居民参与各种环境整
治活动，引导更多居民成为环保理念践行者，共同创建“绿
色社区”，吸引广大居民不断参与节能减排。

绿色社区：

中仓街道四员厅
社区

绿色人物：

梨园镇新城乐居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杨雪

工地用绿植代替路面硬化工地用绿植代替路面硬化，，减少建筑垃圾节约成本减少建筑垃圾节约成本。。

华新绿源环保教育展厅展示了拆解流程及成品华新绿源环保教育展厅展示了拆解流程及成品，，让参观者可以了解整个资源再生过程让参观者可以了解整个资源再生过程。。

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杨雪杨雪（（左左））和社区工作者一起为月季园除草和社区工作者一起为月季园除草。。

李金利李金利（（右右））带领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带领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