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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静脉产业
打造生态城市

8 日下午 3 点，一辆满载城北拆
迁建筑垃圾的货车，缓缓驶入盐城市
静脉产业园制砖配料生产车间。这
些建筑垃圾被制成骨料后，加入适量
水泥、水及配料进行搅拌，通过输送
机送至成型主机中成型变成毛坯
砖。“经12小时至24小时养护变成成
品砖后，码垛打包运到堆场外售。”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负责人
张志涛介绍，该项目制砖线引进国内
领先的全自动生产系统，年生产标准
砖5000万块。

静脉产业是垃圾回收和资源化
再利用的产业，又被称为“静脉经
济”、第四产业。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引领下，静脉产业园于
2014年启动规划。2015年3月，市政
府明确市城投集团参与园区建设。
2017年6月，市政府明确市城投集团
为园区建设运营主体。

“园区规划以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
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大件垃圾
拆解、污泥集中处置等项目为核心。”
市静脉产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薛为跃说，“配套建设生
活垃圾填埋场及飞灰填埋场、污水处
理厂、生态湖及园区基础设施等项
目，有效解决垃圾处理设施规划落地
难、资源化循环利用难等问题。”

2019年7月，随着产业园内生活
垃圾焚烧项目建成运行，我市率先在
全省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全量焚烧处
置。目前，该园区是全省技术最领
先、功能最齐全的垃圾循环处理产业
园，被评为江苏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这对以生态立市的盐城而言，其标杆
意义不言而喻。

“过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存在
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现在集中堆放
覆盖绿膜，美观还防尘。”在洪东村党
总支书记洪明看来，该项目不仅有效
减少生活、建筑垃圾对土地的占用、

环境的污染，还能使“废弃物”成为可
回收利用资源，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理
念，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发展水平，
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具有良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数据显示：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对主城区和阜宁、射阳、建湖三县城
的餐厨垃圾收集率在85%以上，2021
年处理餐厨垃圾5.94万吨，生产毛油
1840 吨。此举不仅实现了餐厨废弃
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也从源
头上消除“地沟油”和“泔水猪”带来
的食品安全隐患。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021年入厂
垃圾量为59.2万吨，焚烧垃圾量为45
万吨。焚烧发电23084万度，上网电
量19650万度；建筑垃圾处置上，市城
投集团积极主动配合住建、城管部门
组织装修垃圾收运工作，建筑垃圾处
置终端年度处置积存建筑垃圾为
14.4万吨，装修垃圾为0.55万吨。

近年来，市城投集团按照“全省
典范、全国一流、行业领先”的要求，
全面推进静脉产业园建设，以保障环
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为目的，运用先进技术，将各类废
弃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
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
化，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将传统
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
性经济模式，改造为“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高
质量打造无废城市的“盐城样本”。

更新工业遗存
留住城市记忆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是延续城市文脉、
推动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近年来，
市城投集团在推进城市建设中，始终
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弘扬人文精神，
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保护传
承的关系，留住城市记忆，保护历史
文脉，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

说到这，不能不提到始建于20世
纪60年代的肉联厂，它见证了盐城城

市发展的变迁和繁荣。“当时这种大
规模肉类联合加工厂在全省也不多
见。鼎盛时期，为方便职工生活所
需，厂里开办了学校、医院、电影院、
浴室、招待所等设施场所。”原市肉联
厂办公室主任王启斌说，由于厂区靠
近串场河，考虑到环保问题，从2016
年起，生产线、冷库陆续被关停。最
终，运营 50 年的肉联厂于 2019 年年
底彻底停运、改制，退出“历史舞台”。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盐城人对
肉联厂的记忆是深刻的。为保留这
份城市记忆，2020年市政府决定由市
城投集团负责对原盐城市肉联厂进
行提档升级，将厂区内具有历史意义
的建筑物保留并进行修缮、改造，使
之重新焕发生机。

2021年8月，原盐城市肉联厂地
块文创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依托
专业体育服务机构，引入国内外优势
体育项目，利用肉联厂本身冷库特
点，打造以冰雪世界为主题的体育综
合服务平台，进行多元业态组合，将
成为国内首个旧厂房改造的“文化+
体育+商业+生态+产业”园区。

如何将历史建筑既安全，又现
代、科技地呈现，前期设计是关键。

“该项目外立面及造景等方面设计灵
感来自上海老肉联厂改造项目，同时
结合我市地域性文化特色，几乎保留
了所有历史建筑，比如水塔、冷库、连
廊等。”盐城城投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滕锦构介绍，他们将对
老厂房原有飞檐、砖柱等元素进行大
比例保留，最大化还原建筑原真性，
建筑外立面上依然沿用原建筑本色
调，修旧如旧，让人有种穿越回到50
年前的感觉。

商业功能方面，将历史与现代、
生活与潮流、文化与体育、娱乐与艺
术、品质与体验完全兼容在一起，致
力于打造千万级游客打卡、多元开放
的城市级“欢乐场”，建立起通过首
店、潮店、精店，创造客群价值差异化
的新业态矩阵，成为覆盖上海、南京、
徐州等地的盐城高端时尚潮流商业
社区。眼下，工人们正进行单体加固
改造施工，预计于今年投入运营。

城市的“颜值”和内在吸引力，反
映城市的文化和特色，体现对多元人
群的尊重和包容。在得知老厂将成
为城市新地标后，王启斌十分高兴：

“等旧址改造完成重新对外开放，我
要第一时间带着孩子们去看看。”

市城投集团高质量推进省级试点项目建设

绘就美丽宜居城市新图景
□记者 赵亮 通讯员 贾杰 曾靓楠

“抬头天空蓝，四周生态绿，河水清澈亮……游园内不仅配有健
身专用步道，还增设了休憩座椅、健身器材等设施，让我们有了多种
健康生活方式新选择。”8月9日傍晚，亭湖区新兴镇洪东村居民、56
岁的潘永祥沿着静脉产业园生态湖，一边散步一边感慨。

从曾经的脏乱差到集锻炼、休憩于一体的生态绿地，在当地干群
看来，洪东村的喜人变化，与坐落在其境内的盐城市静脉产业园长期
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载体，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建设长效
机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建设有很大关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市城投集团强化系统谋划，以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新型城镇化为目标导向，高质量有序推进
“循环产业园建设、补齐城镇垃圾处理设施短板”和“盐城市肉联厂地
块活化利用”这两个全市美丽宜居城市试点建设项目，努力让人民群
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静脉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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