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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建议

徐 蔚

问题：

随着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成并顺利并网，我区部分实

现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并开始向电网输送电量，

暂时解决了区内生活垃圾的消纳难题，但日益增长的垃圾体量和

提升度有限的无害化处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厨余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也亟待由区里抓紧解决。

分析：

一、对垃圾可怕的加速进化概念不清，预估不足。时代发展

的速度越来越快，从原始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花了十几万年，从

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花了几千年，从工业时代到原子时代约 200

年，从原子时代到信息时代仅用了几十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

费方式的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体量也同样呈飞跃式扩

大，再不及早想办法，我区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很有可能将无

法满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营造高质量环境的要求。

二、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虽然通过了环评认证，但由于其

消纳原理，在生产过程中还是会产生焚烧烟气、恶臭气体、垃圾

渗滤液、飞灰、炉渣等污染物，这些产生物均会对处理厂周边的

大气环境、土地、地下水及一定范国内居住的居民产生影响。

三、目前进入房山区循环产业园的道路只有一条，且是双向

行驶，一但出现恶劣天气或交通事故，将大大影响每日垃圾的正

常运送。

四、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相关制度不甚完善，无害化成本高昂，



2

缺乏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以及经济效益低下，直接导致了社会资

本的投入的积极性。

建议：

一、加快速度扩建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二期工程，建设

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可利用垃圾堆肥和沼气发电，立项时一定

要未雨绸缪，尽量将处理能力加大，以便能消纳日渐增多的餐厨

厨余垃圾。申请扩建循环产业园现有处理生活垃圾的能力，增添

垃圾焚烧炉，以解决日益增多的生活垃圾和我区无害化处理能力

之间的矛盾。

二、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的环保制度，大力消除垃圾处理前后

产生的异味，切实实现环境卫生和大气污染的各项数据真正达标，

将现有离循环园较近的对焚烧时受气味影响的村落进行搬迁。

三、尽快将进入产业园的配套道路修好，提前做好夏季大雨，

冬季冰雪、山体滑坡等恶劣天气产生极端状况的防范措施，确保

我区现每日1000吨生活垃圾及今后二期三期的餐厨厨余垃圾能够

顺利进入园区并及时处理。

四、提高垃圾处理费用，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差别化收费，

按垃圾实际排放量计算，处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收费标由市价格

部门会同市城管、财政部门制定，报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一方面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另一方面当有了经济社会效益，

就可以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以满足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设施建

设缓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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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建议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城市管理委

一、稳步推进工程建设，有效提升垃圾处理能力。

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于 2021 年 1

月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1000 吨/日，采用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的运行模式，承担我区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处置任务，现

已平稳运行两年有余，有效解决了我区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处

置难题，为进一步提升我区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处理能力，正

在有序推进产业园二期工程相关手续申报。北京丰泰民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周口店堆肥厂承担我区厨余垃圾应急处置任务，为进

一步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含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保障有

机垃圾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能力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根据北京市

“十四五”时期环卫事业发展规划，我区已启动有机垃圾资源化

综合处理中心建设工作，现已完成选址，正在进行前期手续办理。

二、妥善安置居民群众，切实改善居住环境。

在产业园项目场址确定后，为确保产业园和配套工程项目顺

利实施和运行，改善项目周边百姓居住环境,2015 年区政府审议通

过了《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自愿腾退房屋搬迁安置补助方

案》（以下简称“《自愿腾退搬迁方案》”），对项目区周边村民实施

搬迁，最终确定自愿腾退搬迁范围为陈家坟村和北峪村两个整建

制村。根据《自愿腾退搬迁方案》，佛子庄乡政府于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10 月及 2021 年 5 月三次开展陈家坟和北峪两个行政村村

民的搬迁工作，共签订协议 694 户（1447 人），占户籍人口的 99%。

该部分人员已全部搬迁上楼，并完成补办保险及超转工作。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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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建设初期，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可行性论证，产业园运行期

间，定期开展废气废水环境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标准限值。

三、完善产业园配套设施，确保垃圾处理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产业园进出场道路作为与外部之间联系的唯一通道，同时也

是沿线村落出行的的重要道路，全长 4.3 公里。该工程于 2020 年

6 月进场实施，目前已完成 1.3 公里道路土石方、挡土墙、桥梁上

部结构施工，计划于 2024 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

四、科学制定收费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我区产业园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处置生活垃圾产生的费用，

由区财政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评审后统一拨付至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运营单位。按照《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有关事项

的通知》（京发改〔2021〕1277 号）要求，目前，全市非居民厨余

垃圾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定额管理和差别化收费机制，

全面建立健全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及收费机制。市级部门正在

拟定非居民其他垃圾相关收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