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 06
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 张立 编辑 陈永峰 美编 何健 校对 李颢云

本报讯 （记者 赵锐）12月 13日，记者

从 2022年全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视频调度会议宁夏分会场获悉，宁夏有关部

门通过明察暗访禁产、禁销、禁用的塑料购

物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等产品，提升邮

政快递行业“绿色”可循环包装利用，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举措，向“白色

污染”亮剑。

据了解，2022年，我区有关部门采取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方式，围绕塑料购物袋、一次性发泡

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

日化产品执行国家相关禁产、禁销、禁用政

策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立案查处销售不合

格塑料购物袋超市、使用不合格一次性塑

料吸管餐饮主体和销售一次性发泡餐具等

经营主体22家，没收不合格塑料购物袋860
公斤，依法取缔生产企业 1家。抽查生产、

流通企业塑料袋及农膜共 157批次，对抽查

不合格的生产经营主体依法立案查处。

在提升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过

程中，宁夏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

共检查经营者 3995家次，检查商品 2936件
次，责令整改 8次。自治区邮政快递业电子

商务类邮件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97.77%，可循环快递箱（盒）达到1.6万个，回

收复用瓦楞纸箱880万个。同时，2022年宁

夏农用地膜残膜回收量为3.67万吨，残膜回

收率达到87.47%。

对于百姓较为关注的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目前，全区已在各类场所合理布局收

集设施，共设置垃圾分类投放桶点 11.9 万

余处，配备各类分类收运车辆 3380 辆，全

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到了

75.3%，公共机构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

到 89%。宁夏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也在不断

提升，全区运行垃圾焚烧发电厂 4座，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占比达到 50%。

另据了解，按照《宁夏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和塑料治理有关部署，2023年
1月 1日起，宁夏将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将塑料污染治理作为“无废城市”建

设重要内容。实施 2023年全区塑料污染治

理联合专项行动，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

头减量、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和末端安全

处置。我区也将向餐饮企业、电商、外卖平

台等用量大户发出禁塑倡议，引导公众减

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参与垃圾分类，抵

制过度包装。

本报讯 （记者 黄英）寒冬时节，

青铜峡市聚焦发展首要任务，决战“冲

刺期”，推进项目不停歇，跑出重点产

业、重大项目建设“加速度”。

12 月 8 日，位于青铜峡工业园区

内的宁夏海利科技有限公司一片繁

忙景象。厂房刚刚封顶，工人们正忙

着绑扎钢筋、安装泄爆墙。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陆先锋介绍，自 5 月 20
日开工以来，公司已经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约 5 亿元，第一期项目预期明年 8
月建成投产，预计实现产值 10 亿—15
亿元，实现总产值 60 亿元，解决就业

1100 人。

在宁夏海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业

硅矿热炉余热发电项目施工现场，钢

筋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公司总经理李海龙介绍，公司余热

发电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开工建设，

目前土建施工已全部完成，余热锅炉安

装完成 90%，发电机组等设备陆续到

场，计划于 2023年 5月投入使用。项目

建成后每年发电量为 1.2 亿度，相当于

每吨产品节约 2400KWH 电能，每年可

节约发电用标准煤 2 万余吨。

走进宁夏东吴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控室，技术工人正在通过大屏幕与自

动化控制系统对生产车间的各项数据

监测操控，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农药中间体供应

商，近年来，东吴农化一直坚持科技研

发，提升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效率，通过

技术革新引领项目发展，实现工业总产

值稳步增长，年均创造各类税收 3100万
元。截至 2022年 7月底，东吴农化已实

现工业总产值5.75亿。

今年，青铜峡市大力发展新材

料、现代化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

据青铜峡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樊嘉

宇介绍，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完成工

业产值 192 亿元，同比增长 40%。预

计年底累计完成工业产值 220 亿元，

同比增长 30%。2023 年，园区共谋划

储备建设项目 41 个，总投资 17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60 亿元，计划投资

较今年翻一番。

工人不畏严寒加紧作业。本报记者 黄英 摄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剑指“白色污染”！

宁夏多举措“减塑”
为生态“减负”

青铜峡市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方海鹰）岁末年

终，本是农民工开开心心返乡回家的

时段，但总有农民工因拿不到薪酬而

烦忧。近日，贺兰县法院暖泉法庭成

功调解一起涉及 14 位农民工的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促使被告通过微信

转账支付 14 名原告劳务工资 3 万元，

并承诺按期支付剩余款项。

据了解，李某、欧某等 14 人受雇

于顾某从事某工程项目机械维修工

作，后工程因资金链出现问题而停

工，顾某拒付工资。虽经多次催讨，

顾某仍欠李某、欧某等 14 人工资款

60392 元。无奈之下，李某、欧某等人

将顾某诉至法院。收案后，承办法官

对案情进行了梳理，查明案件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决

定通过合并审理的方式一次性解决

纠纷。由于被告身处外地，无法到庭

参与调解，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法官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采取线上

调解的方式调解。调解过程中，法官

耐心倾听了双方当事人诉求，一方面

从法律角度向被告释明拖欠工资所

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从情理

角度分析利弊，引导当事人将心比

心、相互理解，最终促成原、被告达成

一致意见。

贺兰法院为14位农民工线上解“薪”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