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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丹红

这两天跑省两会，打不到车的时候，我就会掏出手机
找网约车，坐过好几家电动汽车网约车平台的车子。

之前听过好几位电动汽车司机抱怨充电点太少，要排
队，所以坐上车我就问司机：“电动汽车充电麻烦吗？”

几乎每位司机回答都很轻松：“不麻烦啊，平台上找一
下就有了，一般一个半小时充满，市区3公里之内就有，一
天充一次，充电时间我可以吃饭、休息。”

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杭州市区电动汽车的充
电设施越来越多。数量多了，充电设施在安全方面的保障
又如何呢？

今年，民进浙江省委会就有一个集体提案跟这有关
——“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全保障的建议。”

省政协委员、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毅说，民进
省委会对新能源汽车比较关注，前期做过多次讨论研
究，最终确定把充电设施安全保障问题作为一个集体提
案，一来是因为充电桩在其他城市已经发生过安全事
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二来是新能源汽车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浙江省“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规

划》确定了到 2020 年要建设 21 万个以上分散式充电桩
的目标，所以充电设施安全保障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
个有前瞻性的课题。

充电桩为何会发生安全事故？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蓄
电池在恒压充电时，电流和电池温度发生一种积累性的增
强作用，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电池热失控”。热失控一旦
发 生 ，其 链 式 反 应 引 发 的 发 热 量 会 使 电 池 温 度 升 高
400-1000℃，极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

去年，民进参政议政骨干、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吴伟强
对此问题做了前期研究。在吴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民进省
委会做了大量调研，并通过这次的提案对充电桩的布局、
安全规范、管理体系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比如要科学规划，强化充电桩布局和结构的合理性，
建议不要超量建设快速充电柱，要“慢充为主、快充为辅，
充电桩与充电站以及移动充电等多种类型合理布局”，同
时尽量避免把快充装置建在无人值守的地下停车库，民用
建筑特别是小区居民地下停车库一般不应该建设快速充
电桩。

还有，充电桩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也要加
强，建议对营运早期的快速充电桩采取专人24小时值守。

记者 程超

省人大代表、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
转型升级需要新元素的外部“刺激”，也需要由内生发

的变革之心。在历经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升级阵痛后，我们
坚定了在坚守实业的同时加快国际合作，全力推进航空制
造业，坚守高端制造目标。面对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
2016年西子实现了256亿元销售额，同比增长8.5%。

振兴实体经济，不能单靠“守”，更要迈向中高端。
30年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制造业被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拉
动；30年后，在供大于求的市场饱和环境下，军民融合的
高端制造能拉动市场、创造效益，推动企业和经济发
展。浙江应抓住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机遇，推
动制造业向中高端发展，推进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和一
流军工技术深度融合发展。作为目前全国唯一获批的
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省份，浙江应积极
谋划和支持一批军民两用重大创新项目、国防科技成果
重大产业化项目、军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项目实施。

省政协委员、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建伟：
“浙江制造”以品牌建设为切入点，既关注产业转型

升级，又与国际标准互认，打通了浙江好产品迈向全球的
路径。这也有利于解决企业产品出口在国外认证难的问
题。通过相关部门牵头，建立与国际标准对标的质量标
准，不仅可以节省企业走出去的成本，也能让更多企业获
得国际采购订单。

打响“浙江制造”品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分重
要。“古越龙山”在全国有 17万亩粮食基地，现在，我们的
制造标准已经从测量土壤覆盖到餐桌环节。黄酒作为浙
江的历史经典产业，原先只有类似酒精度、糖度这样的粗
标准，现在不同消费人群对酒类产品的需求升级，这都要
求新时代的黄酒生产“标准先行”。

深化、精细化、多元化，都是企业要下的功夫。绍兴
黄酒集团 2016年的业绩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出口形势
也一路看好。这说明品牌的认可度在不断提升。现在，

“古越龙山”加快了“北进”步伐，产品主要销售区域从“以
长江为界”向“以黄河为界”拓展。

省政协委员、圣奥集团董事长倪良：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实现中国制造2025，职

业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它甚至是工匠精神的基础。
从1991年创办圣奥集团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5年的历
程。25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制约着中国从家具大国走向
家具强国的主要瓶颈，是人才的短缺。特别是职业基础
教育的缺乏，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2016年，中国整个家具产业的市场规模约为 2万亿
元，其中浙江省 4500 家家具企业完成生产总值 2000 亿
元，出口 113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3%和 8.5%。浙江
作为家具大省，产量排名第一、出口排名第二、主营业务
收入排名第三，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浙江省家具
行业从业人员约 40 万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却不足
15%，人才短缺已成为困扰浙江家具行业创新升级的主
要因素。

建议开设家具类职业培训学院，通过建立具有职业
教育体系的培训院校，形成“政、校、企合作，产、学、研结
合”的有效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记者 周丹红 通讯员 金励

一幢幢旧厂房、旧住宅拆掉以后，建筑垃圾都去了哪
里？

这个摆在很多人眼前却未必去深究的问题，今年被
很多参加省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写进了议案、提案。

民盟省委会专门做了个调查，2016年1月到11月，全
省拆除违章建筑面积 15000多万平方米，旧住宅区、旧厂
区、城中村改造面积33781万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旧建
筑物拆除垃圾 0.8～1吨计算，这 11个月内产生的建筑垃
圾就达近4亿吨。

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如何处置是生态环保建设最
大的难题之一。为此，这次省两会，民盟省委会专门写了
个集体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建议”。

民盟省委会的四条建议
都说垃圾是被放错位置的资源，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已经走上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路子，美国建筑垃圾
的回收利用率可达到 75%，欧洲的回收利用率有 80%，而
浙江省的回收利用率不足5%。

这回，民盟省委会在提案中给出的建议是——
要对建筑垃圾实施源头分类，政府主管部门像监督

生活垃圾分类一样，督促建筑垃圾的“制造者”实施分类；
鼓励企业发展建筑垃圾再生项目，政府部门推出一

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建筑垃圾处理企业；
培育建筑垃圾的再生产品市场，政府部门的一些公

益项目、建设项目可优先选用再生品；
制定出台《浙江省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范建筑垃

圾的处置、运输等环节。

全国首条“专吃”建筑垃圾的生产线
已在杭州投入试运行

杭州市这些年城市化以及“三改一拆”进度都很快，
每年也有很多建筑垃圾。杭州市的建筑垃圾是如何处理
的，昨天，记者专程到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看了看。

这里有一条杭州市建筑（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中
试生产线，已经投入试运行近 1 个月，每天可以吃掉建
筑垃圾或装修垃圾 300 吨；一年的话，可以吃掉约 10 万
吨；满负荷运作，可以“吃”掉 30 万吨（相当于每天处理
800吨）。

为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整个厂区封闭式设计。
进料区，堆着半墙高的碎砖块、木板渣、硬纸板、混凝

土块⋯⋯一辆大铲车，把这些“原料”铲起来送上生产线。
“原料”们先被送到磁选区，钢筋、铁皮等金属制品就

被磁力吸出来；剩余“原料”继续往前到机器人分选区，机
器人的机械手会把木板、纸板、纺织物等轻质物品分拣出
来，并送到模板材料生产线进行加工；最后剩下的“原料”
基本上就是大块的碎石块、混凝土块了（小碎颗粒已经给
过滤出去了），碎化后再变成小颗粒的骨料⋯⋯

市环境集团副总经理胡利萍介绍，如果1吨的建筑垃
圾，在生产线上走一圈，70%～80%会变成砖块、建筑骨料
等有用的材料，可以作为资源销售，像废铁可以送到冶炼
厂再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记者也理了一下，总体说来，这条生产线将制造出 3
类产品——

轻质垃圾（装修垃圾里常见的木板、包装纸等），进入
再生模板材料生产线，做成可当助燃剂的燃料棒；

混凝土和砖块等碎料，通过砌块生产线和稳定粒料
生产线，生产出可用于路面铺设的免烧砖，用于建筑工地
铺设路基的骨料、再生石子等；

还有一些混在装修垃圾、建筑垃圾里的泥沙，经过生
产线则将变成筛分土，可用于绿化园林用土和回填土。

2015年年底杭州开建该项目之前，国内其他城市都
没有做过这件事，也没有全套生产线可以引入，这些砖石
分选、机器人分选、轻物质分选等技术设备，都是环境集
团分别引入，再自行研发组合打造出的国内第一条专

“吃”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的生产线。
据市城管委统计，杭州每年产生的工程渣土（包括建

筑垃圾）超过 850万吨，目前大部分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回
填和外运处置的方式。

虽然天子岭的这条建筑（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中试
生产线满负荷运作30万吨/年的处置能力，尚远远赶不上
建筑垃圾的增长速度，但至少为杭州的建筑垃圾末端处
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房子拆掉后 建筑垃圾都去了哪里？
民盟省委会提案：要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记者探访天子岭填埋场——
全国首条“专吃”建筑垃圾的生产线已在杭州投入试运行

两会智库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趋势 但是有个问题要注意
刘毅委员：民用建筑不应该建设快速充电桩

浙商大佬谈“浙江制造”

两会聚焦

记者 严嘉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