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规划做调整论证
在提案中， 何劲松给出了几

个建议，其中首条即“对城市污泥
处理能力及规划进行论证调整。”

何劲松说， 根据最新版本的
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 到2020年
长沙市将发展成为总人口1000万
人的特大城市，因此，在规划长沙
市城市污泥处理总体能力时必须
充分考虑人口增长因素， 以保证
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城市生活污泥
总量需求。

“污泥资源化处理工艺是污
泥处置的发展趋势， 要实现这个
目标， 建设和运行模式的创新应
该先行。”何劲松说，政府可以通
过推广PPP、BOT等模式进行建
设，引入有效竞争机制，打破污泥
垄断经营， 并给予政策和财政上
的支持。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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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你知道吗？在每天运往长沙市唯
一固体废弃物填埋场的8000吨污水
及污泥中， 有约800吨都是污泥。现
在，固废填埋场的日处理能力已经超
出负荷一倍， 污泥量还在持续增长
中。 在此次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上，省政协委员、长沙华时捷环保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劲松提出
提案，建议对污泥进行资源化处理。

【现状】
长沙每日生活污泥800吨

“近年来， 随着长沙市污水处理
能力的快速提高，污泥量也同步大幅
增加。”在详细翻阅相关资料后，何劲
松发现，2003年到2015年，长沙市城
镇化率从49.16%增长到了74.38%，
“正是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和城镇化
速度的加快导致了城市生活污水和
污泥的增长。”

“污泥则是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
时的栅渣和沉砂池的沉渣，一般被当
作垃圾处理。”何劲松解释说。

“长沙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量约
在800吨/天，污泥含水率高达80%。”
何劲松介绍说，与其对应的是长沙市
城市污水处理率在85%左右，乡镇污
水处理率约为10%左右。

【风险】
为高度污染物，却只简易填埋

根据何劲松的调研，目前长沙
市的污泥处理利用垃圾填埋场做
简易填埋，位于望城区黑麋峰的长沙
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是长沙市
目前唯一的污水和污泥处理处置场
所。 固废填埋场设计日处理量为
4000吨，到2016年底日处理量已经
超过8000吨，超出原设计量1倍。

何劲松指出，填埋的污泥除了极
易在暴雨等极端条件下发生泥石流
垮塌滑坡事故外，污泥里面还含有重
金属、难降解的有机物、盐类、致病
菌、寄生虫等有害成分，是高度污染
物，“不处理或处置不当，将会引发环
境卫生和污染问题。”

本报1月16日讯 收费
站外移一直是市民关注的
焦点。在今天的两会上，就
有代表提请将位于城市中
心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外
迁。 来自长沙代表团的省
人大代表吴建平就提到，
随着长沙主城区的快速发
展， 学士收费站已成为阻
碍附近交通的“堵点”，建
议外迁。

吴建平说， 长潭西线
高速公路是连接长沙与湘
潭的重要高速通道， 该路
起点位于岳麓区学士街道，
每天经过学士收费站的车
辆超过4万辆，早晚高峰收
费站基本堵成停车场。

什么原因造成学士收
费站拥堵？吴建平认为，主
要是长韶娄高速岳麓收费
站连接线开通后， 进出学
士收费站的车辆急增，该
收费站周边的云栖路与象
咀路的交通压力极大。在
节假日时段和早晚出行高
峰，云栖路、象咀路等交通
主干道车流量巨大， 成为
河西重特大堵点， 特别是
当长潭西高速因雨雾等恶

劣天气封闭后， 大量进出
城车辆滞留在云栖路和象
咀路， 造成严重的交通拥
堵甚至交通瘫痪。

吴建平介绍， 跟十年
前学士收费站开通不同的
是，当前附近街道、镇已经
实现了城市化， 若仍保留
该收费站， 不仅极大影响
附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交
通出行， 还不利于周边城
区的资源统筹和人流集
聚， 也极大制约湘江新区
区域甚至整个长沙经济的
快速发展。

吴建平提出， 可借鉴
长张高速长沙西收费站搬
迁的办法， 将学士收费站
向湘潭方面外移2至5公
里。“长潭西高速公路全长
为27.95公里，外迁后距离
可能更短。”根据《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建
设收费公路， 高速公路连
续里程须在30公里以上”
的规定， 吴建平建议高速
公路管理部门进行专题研
究， 适当考虑长潭西高速
公路的收费问题。

■记者 刘璋景

学士收费站常常堵成停车场，建议外迁
代表：附近街、镇已城市化，该收费站影响群众生活和出行，也制约区域发展

三个普通人的回家路
感动众人

这些天， 各大网络视频平
台 都 在 传 播 中 国 劲 酒 精 心 打
造 的 暖 心 微 电 影 《温 暖 回 家
路》， 三个平凡人的故事感动
着无数人。

26岁的许飞， 陕西周至县人，
在北京工作。他赶乘大巴车从北京
回老家看望父母。一路奔波，许飞
围着母亲编织的围巾，抵挡路途的
寒冷。到村口时，他从小养大的狗
也赶来接他了。

许飞说 ：“好像越长大 ，回
家 的 路 就 越 远 ， 可 是 走 得 再
远， 心里头总会有根绳子，拴
在家的那头。 ”

34岁的李隆鹏，四川宜宾市
人，在上海和老婆经营一家小川
菜馆。他们坐火车回家，家里留
守的儿子通过视频聊天，用方言
喊着“爸爸妈妈早一点回来嘛”，
李隆鹏听着眼泪直打转。但“坐
高铁贵啊”，他们选择了慢车，只
能在心里想着早一点见到儿子。

56岁的刘国强，黑龙江漠河
县人， 在广州帮孩子带孙女。春
节前，儿子给他买了飞机票坐到
漠河， 最后乘坐马拉犁回家，与
老伴团聚， 与家乡的亲人相聚。

他说：“老家是冷了点，可是一想
到回家心就暖了。”

三个人回家的故事，穿越了
中国的大江南北。中国劲酒记录
着他们的点滴， 分享给亿万网
民，传递这回家的温暖。

亿万人的温暖回家路
劲酒相伴

“温暖 回家 路 ” 春 节 活 动
是 由 中 国 劲 酒 联 合 中 国 之 声
共同发起的大型公益活动 。中
国 之声“温 暖回 家路 ”春 运 特
别节目以“传递健康和祝福 ，
传送平安和梦想 ” 为出发点 ，
自 2009 年 起 已 连 续 举 办 了 8
年 ， 累计影响受众数以亿计 ，
一 道 道 电 波 犹 如 一 个 个 爱 的
音符 ，不仅让广大游子回家的
路变得温暖， 旅途更快乐 ，更
是 为 广 大 旅 客 与 亲 人 架 起 一
座温馨的桥梁 ，也使得劲酒一
直 倡导 的“健康 平安 ”理 念 愈
加深入心田 。

“温暖 回家 路 ” 主 要 依 托
中国之声即时传播平台 ，将直
播 间 设 到 各 交 通 枢 纽 城 市 火
车 站 ， 全 天 节 目 围 绕 春 运 话
题、春运热点新闻和站前直播
立体展开 ， 倡导文明出行 、礼
让为他，同时还对春运中所发

生的幕后故事 、 感动故事 、焦
点人物进行深度采访宣传 ，从
地面到空中， 温暖回家路，让
每 一 位 旅 客 成 为 “温 暖 回 家
路”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

2017中国劲酒“温暖回家
路”活动目前已正式启动，活动
内容主要将围绕“回家的路”和
“团聚的暖”来展开线上线下的
活动及互动。1月 20日-25日 ，中
国之声春节期间大型公益节目
“温暖回家路”将在武汉、合肥、
北京 、上海 、贵阳、长春六个城
市直播 ，与劲酒春节团聚·带劲
酒 回 家 活 动 主 题 进 行 充 分 融
合， 在彰显公益性的同时在春
运期间送去节目与企业的双重
关怀和温暖。

春节回家， 不要忘了给家
人带一份健康的礼品 。关注中
国劲酒微信 ，参与更多互动活
动，赢取精美礼品 。

劲酒品牌与公益事业
温暖同行

劲牌有限公司创建于 1953
年， 历经六十余年的稳步发展，
现已成为一家专业化的健康食
品企业。产品从单一的白酒发展
成为以保健酒、健康白酒和生物
医药为三大核心业务的健康产

业结构。
公益事业是一个有着社会

责任心企业的灵魂，而劲牌公司
对于公益事业的投入和专注，已
经远远超过了同行业中绝大多
数成员，并且持之以恒地稳步发
展着。劲牌公司对于公益的专注
和理解，源自于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深知财富来源于社会，机遇
来自于社会，民营企业更应该懂
得回馈和感恩的道理，因此劲牌
公司从来没有懈怠过。

多年以来，劲牌公司始终秉
承“情系社会、共创繁荣”的企业
理念， 坚信公益的普世价值，通
过可持续公益行为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让更多受益者成为爱心
传承者，以企业小善带动社会大
善， 使公益正能量循环不竭，最
终促成人人皆公益的全民之善。

劲牌公司主动将目光聚焦
一年一度的春运节点，中国劲酒
通过三度牵手中国之声，连续举
办“温暖回家路”公益活动，再次
彰显了劲牌公司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不少参与过活动的游子纷
纷留言表达了各自的感激之情
和心声：“回家过年，一路有劲酒
相伴， 旅途不再寂寞。”“回家团
聚，与亲人同饮一杯劲酒，过一
个吉祥中国年。” ■李维富

中国劲酒三度牵手“中国之声”送温暖回家
温暖回家路 幸福中国年

1月5日，中国劲
酒精心打造暖心微
电影———《温暖回家
路》，全国温暖上映，
开启记录春节回家
的故事。

随着春节的临
近，回家也成了所有
人心中最重要的事，
游子的春节迁徙和
回家故事即将上演。
在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每个人都来自不
同的地方，从事不同
的职业，但方向却只
有一个———“家”。

2017年，中国劲
酒继续第三年携手
中国之声共同打造
温暖回家路春运特
别节目大型公益活
动， 传递健康和祝
福， 传送平安和梦
想，让爱的声音先回
家。

长沙每日生活污泥800吨，简易填埋风险大
建议开展污水管网渗漏排查，打破污泥处理垄断机制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