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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明确提出了七大
重点片区发展计划。其中，
与老百姓最为密切的项目
有，洋湖总部经济区、月亮
岛文旅新城、 长沙高铁西
城等片区建设， 同时将实
现湘江欢乐城、 恒大文化
旅游城整体开园。

此外，提质改造阜埠
河路、牌楼路，加快建设
中建国际产业园、后湖之
芯，设立大科城知识产权
交易服务中心；推进马栏
山（月湖）文创基地、马栏
山公园、鸭子铺片区主次
干道等综合配套建设；跨
境电商产业园、药品物流

基地、全球海鲜长沙集散
中心和商品分拨中心建
设，将给老百姓带来实实
在在的便捷。

主攻高铁商务区、会展
功能区，提质会展产业生态
系统，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新引进金融科技领军
企业、大型金融机构将大幅
提升城市品牌。

民生服务上， 将启动
牛角塘、 中信新城等区域
建设，加快实施韶山南路、
红旗路南延线和湘雅五医
院等项目， 重点发展文化
旅游、健康养老、地理信息
等产业。

地铁建设方便了市民出行也
加速了城市发展， 但地铁建设中
挖出来的渣土怎么处理为好，却
鲜有人知。1月8日上午，长沙市委
副书记、 市长胡忠雄在长沙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长
沙率先全国推行盾构土环保处
置”，将城市发展中的这个新课题
推向了大众视野。

那么什么是盾构土？ 为什么
要对盾构土进行环保处置？ 长沙
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记者对此
进行了走访调查。

被忽视的资源：盾构土

“在地铁盾构机的施工过程
中，为便于传送、减少盾构机械磨
损、 改善盾构机掘进参数以及提
高盾构机掘进质量 ，需添加泡沫
剂、高分子聚合物和水。”全国环
境监测系统一流专家、 湖南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高级工程师胡树林
介绍，“这会导致外排的工程渣土
中含有泡沫剂和高分子聚合物。”

实际上， 这些容易被普通人
忽略的渣土， 与每个市民息息相
关。 胡树林表示：“盾构土如果不
经环保处理进入消纳场， 所含泡
沫剂一旦进入水体， 会产生大量
泡沫， 对水中微生物造成不良影
响。此外，由于盾构土中含有表面
活性剂，难以晒干，流动性大，如
果直接进行矿洞填埋或大量堆
积，可能造成潜在地质危害。”

盾构土虽然看上去有潜在危
害，但只要盾构土处置得当，这块
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城市资源就会
“变废为宝”。经过环保处置的盾构
土不仅可以有效节约消纳库容，还
可以对其进行资源再生利用，用于
粘土原材料、保温材料或市政建设
使用的优质不可再生资源。

为了推动解决地铁建设和城
市管理中的渣土处理难题， 长沙
市政府多次组织职能部门进行专
题试验，并率先在全国开启“推行
盾构土环保处置” 的先河。2018
年， 经过长沙市相关部门的联合
调研、检测，并组织省市环保专家
论证， 认定湖南锦佳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盾构土处置技术可作为主
流工艺进行推广。

专利技术处理：变废为宝

在长沙雨花区东山街道的锦
佳东山盾构土环保处置基地，每
天都会有呈半流质状的盾构土在
这里经过处理后， 变成肥沃的园
林土壤或实现砂石再利用。

“盾构土运来基地后将按土
壤性状、废水性质分类堆放，渣浆
初步分离； 然后添加4道药剂，实
现泥浆无害化； 最后再像‘挤豆
腐’一样，让泥浆脱水干化；余水
经过处理后还可以再循环利用。”
锦佳环保董事长肖为介绍，“这一
套盾构土无害化处理解决方案，
目前已获4项专利授权。”

“目前，长沙的盾构土基本实
现了资源再利用。”作为锦佳环保
的科研与专利技术带头人， 胡树
林表示：“经过基地处理后的盾构
土，初次渣浆分离后，分选出的砾
石颗粒物可直接作为建筑基础材
料使用；脱水处理后的泥块，可加
入其他原料焙烧后制成砖， 也可
以加入腐殖质等改良为种植土。”

1月7日， 锦佳环保委托代工
生产的首批用300多吨干化土烧
制的多孔空心砖正式出炉， 后续
将投入市场使用。“此前， 我们还
将干化土对地铁五号线华雅南进
行了现场回填， 也进行了种植马
尼拉草的移栽种植试验， 情况均
很好。”肖为说。 ■记者 丁鹏志

长沙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七大重点片区发展计划

长沙今年将办好这十件民生实事
1月8日上午， 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在长沙人民会堂开幕。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胡衡华出席，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忠雄作
《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明确了2019年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务
实“干货”多“实干”劲头足，其中提到
了很多老百姓关心的事情。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也许对很多长沙市民
来说， 现代化集中商业区
的建设将直接改变原有的
生活， 提升幸福指数的同
时，也带来巨大的商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提出， 大力发展现代
商贸，高品质规划建设现
代化集中商业区的概念。
目前， 提质改造五一、红
星等商圈和金星路等商
业街区已经提上日程。未
来还将加快发展电子商
务，改善消费环境，培育
网络消费、 定制消费、体
验消费等新热点， 推动消
费升级， 推广应用和包支
付，打造中国“移动支付第

三城”。
此外，报告还提出，要

支持红星市场申报进出口
水果查验平台， 加快海吉
星农副产品市场、 大河西
农产品物流中心等建设发
展。发展现代会展方面，将
引进3个以上国际高端展
会落户，办好首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中国国际工程机械
展等展会，继续办好移动互
联网岳麓峰会、智能制造峰
会。 集聚发展现代楼宇，打
造一批特色楼宇、 品质楼
宇。 融合发展现代文旅，支
持耀邦故里、洋湖湿地创建
5A级景区， 实现华强文化
产业园开园等。

报告提出，要抓好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
问题整改。严格绿心地区项
目准入，完成剩余10个工业
企业（项目）退出，帮助企业
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推
进绿心地区生态修复。

报告中指出，要打赢蓝
天保卫战，深入推进“六控十
禁”，加强工业废气、扬尘、机
动车排放等污染防治，加大
科技治霾力度，完成社区餐
厨油烟治理6万户以上，空
气质量优良率78%以上。

打好碧水保卫战，纵深

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
重点工程”，严格落实“河长
制”，持续抓好“一江六河”截
污治污，深入开展河湖“清四
乱”等专项整治，加强黑臭水
体治理和乡镇污水处理厂
运营管理，扩容提标金霞等
5个污水处理厂， 建成运营
苏圫垸等污水处理厂。

报告强调要推进净土
保卫战， 强化土壤污染管
控和修复， 加快黑麋峰环
保主题公园建设。 实施静
音保卫战， 重点加强交通
噪音治理。

七大重点片区发展计划关注点1

重点加强交通噪音治理

建设现代化集中商业区

关注点2

关注点3

盾构土，被忽视的资源
长沙率先在全国推行盾构土环保处置

连线

新的一年，长沙市政府将给全市
人民送上怎样的“民生红包”，烹饪出
怎样的“幸福大餐”？

1月8日上午开幕的长沙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上，2019年的十件民
生实事公布。这十件实事是在广泛征
集民意的基础上确定的， 实惠多多，
干货满满，将给所有长沙人带来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便民服务上，长沙市将继续高
质量完成“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任务，
完善智慧管理平台功能，提升“15分
钟生活圈”服务水平，将温暖工程、幸
福工程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教育方面新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30所。

●全面启动区县（市）社会福利
中心建设，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30家、敬老院照料护理区30所。

●新改建农村公路1000公里，完
成自然村通水泥沥青公路省定目标
任务。

●实现全市行政村（社区）小微
水体管护全覆盖，建设小微水体管护
试点片区20个。

●建设标准化村（社区）综合文
化中心100个。

●免费实施新生儿多种遗传代
谢疾病筛查50000个，对全市0—18岁
儿童青少年眼及视力筛查保健，建立
健康电子档案。

●新建全民健身工程600处、智
慧健身驿站20个， 新增公园70个，其
中体育公园2个。

●提质改造小餐饮“透明厨房”
4000家。

●完成城镇棚户区改造和老城
区有机更新13500户。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2019年十件民生实事公布
长沙人的最大红包来了

连线

长沙各区县
将分设处置基地

“盾构土环保处置是一项新的
课题， 未来我们计划打造全产业链
专利池， 进一步健全产业链发展。”
肖为表示， 东山基地主要承接处理
雨花区范围内的盾构土， 日处理量
可达1500方。“处理成本需要数十元
每立方米， 基地内的设施设备全是
自主研发的， 一条生产线成本就要
一千多万元。 现在受生产成本的局
限，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推广。”

目前，锦佳环保已在雨花区、开
福区建立了盾构土环保处置基地，
接下来还将在望城区建设处置基
地。此外，长沙市天心区、岳麓区、长
沙县也将分别建设盾构土环保处置
及资源化利用场。

1月6日， 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的锦佳东山盾构土环保处置基地，技
术专家胡树林介绍盾构土经环保处置后的可循环再利用。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