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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泥浆变成护花沃土
西湖区泥浆再利用有高招

本报讯（通讯员 夏琳 施敏 记者 毛长久 实习

生 贺琴）工程泥浆的处理，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

题。严管、重罚违法运输渣土，似乎治不了本。

最近，西湖区城管局在泥浆再利用方面放出了

“大招”——在双浦镇铜鉴湖村 588 号袁富路上，建

了一处泥浆泥水分离点。满负荷情况下，日处理工

程泥浆可达2000立方米。

“只要四步，黑乎乎的泥浆就能变废为宝。”有关

负责人表示，这一技术已达到全市领先水平。

第一步是泥浆的收集储存。过去，将泥浆外运

的方法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今，这里挖了一个

2000 立方米的大池子，工程车运来泥浆，倒入池内

短暂储存，再利用泥浆泵压入蓄泥桶。

第二步是泥浆的固化和分离。在泥浆环保处理

的重点设备区域，一组机器正发出轰鸣声，这个就是

泥浆在蓄泥桶内和絮凝剂发生物理反应后，进行泥

水分离。

其中，泥浆水被分成了水和干泥。全市虽然也

有几家类似的工艺，但是西湖区的泥浆水脱水率已

达到全市领先。按照满负荷 2000 立方米的处理量

来看，加工后能出水1400立方米左右，出干泥600立

方米左右。

第三步是干泥的收集和利用。在机械设备的北

侧，有一个泥水分离后干泥的临时堆放区，这些分离

后的干泥可是很好的土壤材料，制砖、土地复耕、农

作物绿化种植和低洼地改造都可以派上用场。据介

绍，在整个泥浆水分离点的北侧，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种植的蔬菜，都是采用这些土壤种植的，不用额外施

肥，非常环保。

第四步是四级水沉淀和净化。泥水分离后的水

并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通过四级沉淀净化后，再进入

侧沟利用水生植物进一步净化，然后再抽上来循环

使用，水样由环保部门定期检测合格。据了解，泥水

分离点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会采用这里沉

淀净化后的水，多余的水还经常免费供应给周边的

水产品养殖户及农户。

此外，西湖区还在三墩镇五幸村建了一处渣土

资源化再生利用点，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内设4台

粉碎机、1台水稳机，日处理建筑垃圾能力为1000吨

左右，主要用于拆迁地块的建筑垃圾粉碎处理，建筑

垃圾处理后成为碎石子，用于道路建设等。

下一步，西湖区将结合全区实际，争取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从政策层面引导企业投入到固废资源化

利用中来。

物业“缺位”志愿者“补缺”
武林街道社会组织
试水老旧小区自治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雷 郑佳 记者 许卓恒）物业

走了怎么办？下城区武林街道“好帮手”公益服务社

的一批志愿者们及时参与小区自治服务，变身小区

“好帮手”。

孩儿巷附近的竹竿巷小区总共有 64 幢房子，

“成分”却有点小复杂——有些房子归物业管，有些

归社区管。其中35 幢房子由永乐物业公司管理，但

是由于该物业企业转制需要等原因，加上多年来，物

业费收缴率也高不上去，今年年初，永乐物业公司撤

出了小区，小区出现了“物管真空”状态。紧急关头，

成立已经两年并且在居民中具有良好口碑的居家服

务类公益社会组织——“好帮手”，临“危”受命，试水

小区“自治服务”。

武林街道好帮手公益服务社，成立于 2014 年，

由 30 多位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们组成。其理念

是“居民服务居民”，做的也尽是些家里的“难事急

事”——医院挂号、接送小孩、水电修理、家电维修

等。“好帮手”志愿者们提供的服务均不以盈利为目

的，而是采取公益服务与低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竹竿巷社区成立了一个老旧小区自治服

务小组，主要发动社区力量参与小区自治服务。“好

帮手”作为参与者之一，及时先期跟进，发挥作用。

记者看到小区停车保序实行了外包，而维修保养则

是“好帮手”的强项，由该社会组织原有志愿者提供

服务。接下来，小区保洁服务也将由该社会组织以

项目形式承接。

本报讯（记者 傅一览 通讯员 周莉）

蔡文伟的记忆里始终有这样的画面：空旷

的大厂房里，巨型机械手臂下纸浆倾注，

成吨的卷烟纸被装上货船，从厂区的码头

运出去，顺着大运河，走了一条去远方的

路。

春节前，华丰造纸厂沿街商铺拆迁，

他在现场待了 3 天。这片厂房，有一家 5

口人40多年的回忆。

他的名片上印着：浙江泛城建筑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家公司是莫

干山路整治 EPC（设计、采购、施工一体

化）总承包单位。蔡文伟负责项目管理工

作。今年夏天，莫干山路新一轮整治工程

就要亮相。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接过家人

手里的棒。我爷爷还是华丰厂 1959 年的

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他说，看到这个

节点的设计稿，心里特别有感触。

华丰造纸厂的发展历史，颇具传奇色

彩。

1922 年成立，最初叫“武林造纸厂”。

1922 年，从美国引进圆网造纸生产线，成

为浙江省第一家机制纸企业。1931年，正

式更名“华丰造纸厂”。

岁月悠悠，华丰这块金招牌，在民族

造纸工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蔡文伟 80 多岁的奶奶还住在华丰的

老宿舍，不愿意搬家。她说，以前，厂里人

上班，周边还是一片稻田和平房。纸张运

输从水路走。后来，莫干山路修得越来越

宽，厂里在莫干山路上开了一扇新大门，

用卡车拉货。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丰造纸厂像

一个小社会：双职工家庭孩子能从厂办托

儿所念到高中，厂里有露天电影场、礼堂

电影院、篮球场、宿舍楼。当年，杭州一度

有“找工作到华丰，找对象到杭棉”的说

法。

回忆里的青春岁月翻了新篇。

如今的华丰造纸厂，拥有固定资产近

10 亿元，职工人数 1000 余人，是中国造纸

重点骨干企业。

如今，华丰造纸厂老厂房要搬迁了，

但曾经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却没有被遗

忘。

“在老厂房里找了很久，发现一组老

式的打浆机及其配件，这是当年造纸的重

要工具。我们将通过艺术加工，展示老华

丰对杭州工业发展的贡献和变迁。公司

的‘华丰家属’讲了不少老华丰的故事，我

们对这个地块的设计特别有感情。”

项目设计师姚元伟说，莫干山路有一

个先天优势：市区少有的道路两侧规划有

30米宽绿化带的城市道路。更为难得是，

道路大部分区段内大树多，这为景观设计

带来了很大的空间。

今后，这些曾经的“防护林”，将变成

“开放的城市客厅”，连接道路和绿地、人

行道及未来建筑商业空间。

整治后的莫干山路（大关路至石祥

路）段，东西两侧的绿化带内，将构建一条

长度约 5 公里的休闲漫步道。市民可以

散步，休息。而沿途将通过工业小品，展

示莫干山路上的回忆，感受拱墅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比如，华丰地块除了打浆机这个独特

设计外，还将通过特殊的景观设计语言，

展示“华在自强、丰在科技、精在管理、神

在创新”的华丰精神。

“珑玺”杯工业遗存主题景观小品设

计大赛（详见本报 1 月 19 日 A4 版）继续征

集，持续到 3 月 18 日。与此同时，征集莫

干山路沿线工业遗存相关的老照片、老故

事，寻访老工人和老机器。参与者最高可

获得2.5万元奖励。

投 稿 邮 箱 mgsljgxp@163.com，地
址: 杭 州 市 北 城 街 55 号 620 室 ，热 线 ：

13868079797。

登录“杭州·拱墅”门户网站，关注微
信“拱墅发布”和“今日拱墅”了解详情。

今天报名仍在继续

我们准备打造的“G20 林”，就选址

在“东大门”彭埠街道范围内，塘工局路

与凤起东路交叉口的东北角，绿化面积

达10000平方米。

树木种类还挺多，有桂花、梅花、日

本早樱、美人茶、红枫、垂丝海棠、美人梅

和海滨木槿，一共 100 株。每种都极美，

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绽放，四季景致

各有不同。

报名呢，今天仍在继续。

种树的日子，选在3月11日，也就是

本周五上午。

想要报名，需要先关注“读城杭州”

微信公众号，给读城君留言预约。留言

需要告知认育人的姓名、联系电话。先

到先认，认满为止。您可一人认育多棵

树，也可两人结伴或三人认育一棵。若

预约成功，您将收到“读城杭州”微信公

众号的回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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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路，杭城的中轴
线。

从环城北路到通运路，
12 公里的莫干山路贯穿南
北，经过杭州多个城区，大部
分位于拱墅区内。

过去，拱墅是浙江工业
重镇。张小泉剪刀厂、华丰
造纸厂、杭州油漆油墨厂、杭
州玻璃器皿厂、杭州灯泡厂、
杭州万马药业、蓝孔雀，都曾
经是莫干山路上的住户，见
证了杭州工业发展的历史，
也见证了拱墅区转型升级的
新变化。

去年末，莫干山路开始
了新一轮“扮靓工程”：北起
上园路南至环城北路，全长
约 10 公里，进行绿化提升、
立面整治及市政道路整治。
这是拱墅峰会筹备、城市道
路与街容美化工程的重头
戏，计划在 2016 年 4 月底前
竣工，实现莫干山路的华丽
转身。

今年 1 月，拱墅区住房
和城市建设局联合杭州日
报，开启“珑玺”杯工业遗存主
题景观小品设计大赛，邀请设
计师以莫干山路老工业遗存
为主题设计景观小品。同时，
征集与莫干山路沿线工业遗
存相关的老照片、老故事。

从今日起，我们将推出
“风雨兼程百年间 莫干山路
换新颜”系列报道，为你还原
关于莫干山路的珍贵记忆，展
示重新亮相的新莫干山路。

华丰造纸厂：
回忆里的青春岁月翻了新篇章
华丰造纸厂：
回忆里的青春岁月翻了新篇章

为杭州发展 舍小家为大家

云峰拆迁老党员报名“我为G20添新绿”
记者 孙钥 通讯员 夏俐丽

“一看到报纸上的征集，我赶紧让儿子给我加微信
报名。”75 岁的陈阿根是云峰社区居民，也是一位退休
老党员，“植树点选在塘工局路，就在我们老社区边上。
虽说在外过渡，我们也要给G20峰会出把力。”

昨天是本报“我为 G20 添新绿”活动的报名首日，
一大早，就有多位热心市民通过关注“读城杭州”微信
号，询问种植活动详情，并踊跃报名。

去年云峰整村拆迁，陈阿根第一批签了约。

“我们想过了，为了美丽杭州，舍小家为大家，不容置

疑。”他说。

为什么要拆迁？

原来，为了办好G20峰会，这里要对沪杭甬彭埠入城口

来一个提升改造，从景观优化、建筑改造、夜景配置、大棚提

升、道路整治、绿化配套等多个方面，扮靓杭城“东大门”。其

中，收费大棚还走起了“中国风”，像极放大了的清河坊牌坊。

而云峰这块地，大部分用于绿化，面积差不多有 20

万平方米，接近一个太子湾公园，里面将种香樟、黄山栾、

夹竹桃、杨树等一些景观效果好、生命力强的树种。

除了沪杭甬彭埠入城口，彭埠街道辖内还有两个入城

口，一个是沪杭甬德胜入城口，一个是东站枢纽入城口。

德胜入城口则更注重夜景灯光，突出地标性门户；东

站枢纽入城口除注重绿化外，还要在现有中文标识基础

上增设英文标识，同时增加地面标识系统，尤其是二层平

台引导系统。目前，三大入城口整治任务工程量均已完

成80%以上。

整村拆迁，舍小家为大家整村拆迁，舍小家为大家

莫干山路华丰地块景观改造效果图

改造后的彭埠入城口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