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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红非无情，化“肥”更护花。隐藏于郑
州植物园一隅的废弃物处置车间，每年可
“吃”掉堆积如山的绿化废弃物，经过粉碎、
高温灭菌、微生物处理，“吐”出有机肥600
吨，覆盖物、栽培基质等其他产物300吨，实
现园林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同样的技
术在郑东新区足球公园也得到应用。

2022年4月24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发布“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郑
州市成功入选。《郑州市“十四五”时期“无废
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制定了“路线图”“时间
表”“任务书”，聚焦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五
大领域，统筹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与碳达峰
碳中和，努力实现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全面助力绿色转型。

园林系统率先制定《2023年“无废公
园”创建工作方案》，2023年年底前，郑州
植物园、文博广场、碧沙岗公园等 17个公
园要创建成“无废公园”。

在工业领域，郑州固体废物利用领域
也在不断拓宽。

“郑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达 80%，远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处长张磊说，典型的是用电厂粉煤灰生产
加气砖，用赤泥来修路。

2023年，郑州市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取得新成效，全市新增绿色工厂22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7家；建成区生活垃圾分
类小区覆盖率98.6%，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38.2%，无害化处理率100%；建成“无废公园”
“无废学校”“无废医院”等城市“无废细胞”约
260个，“无废”特大城市中原样板初具规模。

中牟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大鸨成
群，西流湖公园百鸟共生，高新区沉沙池野
鸭戏水……越来越多大自然生灵的光顾流
连，成为郑州生态环境改善的最好佐证。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基于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任务的深刻把握，郑州正在持续深化污染防
治攻坚，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绘
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园城市生态画卷。

天更蓝天更蓝 地更绿地更绿 水更清水更清

““郑州模式郑州模式””守好城市生态底色守好城市生态底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是最让人沉醉的一抹底色。自然之绿，在于风烟
俱净、绿水青山；城市之绿，在于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绿色发展。2023年以来，郑州市
把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十大战略”之一深入实施，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郑
州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大地上展现出
澎湃的实践伟力。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裴其娟 文/图

站外四季变换，站内温暖如春。郑州
东站站内冬暖夏凉的宜人温度，来自于再
生水利用。该项目采用郑州市王新庄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作为上位能源，利用再生
水水源热泵技术，总供冷供热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2023年，龙湖金融中心城市综合体1
号能源站、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郑州
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地铁4号线关陈停车
场、郑飞集团科研楼等再生水供暖供冷项
目已建成投运，实现再生水有效利用，缓解
了冬季热源紧张问题。龙湖金融中心（2、3
号能源站）、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地铁2号线
开元路停车场、地铁4号线河西停车场、地
铁12号线河西车辆段等项目正在建设。

水是生命之源，对郑州尤为宝贵。郑
州市人均水资源量98立方米，远低于人均
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2023年以
来，郑州市以首批国家区域再生水循环利
用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出台《郑州市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方案》，在已经将

再生水用于生态补源、市政、供电厂等的基
础上，逐步提高再生水利用率，积极推动包
括再生水输配管网建设，河湖生态湿地水
质净化与再生水深度处理、再生水调蓄库
塘建设在内的13个再生水循环利用项目
建设，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5万吨。

“污水再生、循环利用不断实现新突
破，郑州再生水试点循环利用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据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处长邢亚辉介绍，全市已建成三环、四环
再生水干管及供水专线共计约370公里，
中心城区再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50.5%。
创新打造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百万吨级
“零碳”概念再生水厂，成功开发龙湖金融
中心岛、地铁场站等再生水清洁能源利用
示范典型，循环利用再生水新增供冷供热
面积330万平方米，占全市实际供暖面积
的3.3%，为转变高耗水发展方式，缓解区
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开辟了新路径。

用好再生水 改善水环境

11月 20日，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
境司在郑州举办2023年度全国地下水污
染防治试验区培训班，这是对郑州市全国
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的充分肯定。

郑州市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
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
核心，以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等为牵
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出
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目前，郑州市已在管理层面实现“三
个率先”：率先联合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区划定方案；率先完成县级及以上集

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补给区范围划定；
率先将土壤、地下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纳
入执法检查计划。形成了“区域—场地协
同”的调查评价模式、黄河流域地表水—
地下水协同防治的重点区划定模式、“水
文地质单元划定—模型拟合—污染时空
演化解析”的补给区划定模式、供水井串
层污染通道精准修复技术和废弃煤矿井
分层防渗阻断污染通道回填技术模式、人
口密集区“分层管控、分类修复”的污染地
块水土协同防治模式以及地表水、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同防、同治、同管的“三同”模式
等可复制、可推广的“郑州模式”。

探索水土同管 形成“郑州模式”

共建无废城市 助力绿色转型

第一篇章·宜居之城

郑州，一
座历史与现
代交汇的城
市，古老而又
年轻。

近年来，
郑州经济快
速发展，人口
持续集聚，产
业加快转型，
发展活力充
盈，环境持续
改善，正在变
得更加宜居、
宜业、宜游、宜
人，市民获得
感、归属感、
幸福感不断
提升，越来越
多的人才和
青年群体选择
落户郑州。

本 报 今
起推出“宜居
宜业宜游宜
人·我与郑州
共‘城’长”系
列报道，讲述
郑州推动高
质量发展，推
进中国式现
代化郑州实
践，奋力打造
“四宜”之城
的亮点实绩，
呈现人民生
活品质增强、
经济社会向
好发展的美
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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