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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生生不息”。在山西固废资

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的入口，由建筑 3D 技

术打印的行云流水般的八个大字格外醒目，

诠释园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的使命和责任。

新动能蓬勃涌动、七大业态相辅相成、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今年 5 月，作为全省

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的吕梁分会场的企

业代表，交通科技园一期项目投产、二期项

目奠基的良好进展得到了广泛关注。

在这座占地 200 余亩、总投资 5.75 亿

元的现代科技园里，山西路桥再生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紧扣“一体两翼”发展思路，以绿色

能源、节能环保、低碳服务为发展方向，以打

造“国内一流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标杆企业”

为目标，构建起“研发中心+中试基地+生产

基地”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立足省情，探索新路径

在文水经济开发区，国金电厂和交通科

技园这两座现代化工业园比肩而邻。一条白

色的管道高架在离地六七米的距离，从山西

国金电厂延伸出来，连接到山西固废资源化

利用交通科技园的胶粉车间，管道上写着

“工业抽气至路桥用汽”。

管道里是电厂发电后产生的温度不足

的末端蒸汽，它们在交通科技园沥青罐区找

到了用武之地———切块抽丝后的废旧轮胎

制成胶粉，接入蒸汽脱硫后加入沥青，加工

成改性沥青产品。

不仅是末端蒸汽，“交通科技园的顺利

投产，显著提升了国金电厂的灰渣利用率，

从而实现了灰渣处理费用的有效节约。”山

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

山西既是能源大省，又是工业大省。

2021 年，全省产生固废 4.26 亿吨，填沟造地

等处置占比大，综合利用量仅 1.7 亿吨。加

强废弃物综合利用创新链建设，提高工业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率，已成为推动我省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求。

交通科技园由山西交控集团主导、山

西路桥集团投资建设，位于吕梁市文水县

经济开发区，地处太原、晋中、吕梁三市的

“黄金交会点”，周边电厂、钢铁厂等产废

企业众多，为固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有力

保障。

近年来，山西路桥集团深耕工业固废再

利用市场，组建了专业化的二级子企业“山

西路桥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立足山西

省情，聚焦交通领域，再生资源公司致力于

研究工业固废的循环利用，实现了工业固废

的资源化、规模化利用，探索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低碳之路。

目前园区内生态构件、生态水泥、建筑

3D 打印、高品类橡胶沥青、镁基声屏障、高

性能掺合料、沥青制品等七大业态已基本成

型。一期全面投产达效后，年可利用固废 30
余万吨，年产值 2.8 亿元，实现利润 4000 余

万元。

培育新动能，转换新成果

7 月 1 日上午，在 3 座巨大的高性能掺

合料成品库下方，几名工人忙着进行收尾工

作。7 月中旬，生产线将进入联动调试；7 月

底，生态水泥和高性能掺合料将正式投产，

年可消纳 20 余万吨灰渣。

生态水泥是再生资源公司多年研发成

果，也是企业大力推广的拳头产品，今年生

态水泥在交通科技园正式投产，有利于进一

步发挥企业潜力、增加产品产能、拓展新的

市场。

31 岁的周冬冬是山西大学的博士，也

是山西路桥再生资源公司副总经理和园区

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在他眼中，依托科技园

项目，开展固废资源化规模化利用技术攻

关，高标准建设的固废利用与低碳交通材料

实验室是勇攀技术高峰的科学阶梯，整个园

区的核心驱动在于科技创新。

近年来，企业持续推动“固废资源化利

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攻关，陆续开展了

CFB 灰渣、钢渣、煤矸石等固废材料的 20 余

项科研课题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

篇，授权专利 19 项；完成标准 5 项，省部级

QC 成果 5 项；注册商标 2 项。

由山西路桥集团牵头起草的《煤气化炉

渣路面基层施工技术指南》《CFB 灰渣注浆

采空区施工技术指南》等地方标准，不仅是

省内，也是整个交通领域首次发布的公路建

设领域固废利用标准。

该项目在系统研究煤矸石、粉煤灰及

CFB 灰渣等煤基固废高值与规模化利用中

攻克了关键性创新技术，研发出低成本、高

固废掺量的“路桥生态水泥”，产品各项性能

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作为水泥稳定

材料应用于路面基层（底基层）、采空区注浆

及路基改良土等，目前已应用在隰吉高速、

昔榆高速、离隰高速、黎霍高速、西北二环、

209 国道等公路项目建设中。

打造中试基地，搭建产学研平台

2023年，我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较

上年增长 65.6%，增速位居全省规上工业之

首。今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实现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营业收入

达到 1100 亿元。显而易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这一“先天”具备绿色低碳属性的产业正

成长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力量。

把科研和实践成果转化成技术专利，是提

升企业能力、拓展企业影响力的有效手段。然

而，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输出，一直以来是学

术资源和市场转化对接的难点。为此，再生资

源公司逐步探索出一条从科技研发到局部试

点，再到全面推广的固废利用产业化道路，在

实践中形成了一定基础的新质生产力。

交通科技园积极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平台建设，联合山西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太钢、晋能、焦煤等固

废排放企业，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科研创新体系；在建设完整产业链的同时，

打造了独树一帜的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的

中试基地。2022 年，交通科技园获批建设

“山西省工业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中试基

地”，这也是全省唯一一家与固废资源利用

相关的中试基地。

建筑 3D 打印是交通科技园发展的七

大业态之一，主要是利用增材制造及切片技

术，将电脑中的图形数据直接转化成实物，

大大降低了制造复杂度，同时还为建筑设计

和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交通科技园建有全省最大的建筑 3D
打印工厂，车间内矗立着混凝土（砂浆）3D
打印机，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生产精准度

要求高的异型建筑构件，打印出用于园林景

观、市政项目及公路工程辅助设施等产品。

“企业已构建了‘研发中心垣中试基地垣
生产基地’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形成了从研发到产品转化的完整产业链。”

山西路桥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张宏表示，在积极履行国有企业

责任、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企业

将向全社会输出更多可资借鉴推广的模式

经验，朝着打造“国内一流的固废资源综合

利用标杆企业”全力奋进。 冷雪

打造从研发到产品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推动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座交通科技园的绿色探索之路

线条流畅，外观时尚，一身绿装……

在山西耀邦环境装备工程有限公司路演

区内，一辆道路污染清除车整装待发，引

人注目。“开始”，随着工作人员一声令下，

车辆轰隆启动，一股股水流从车底和两侧

喷出，车行之处道路瞬间变得湿润洁净，

空气中也多了一丝清爽。

7 月 11 日，该公司成功下线纯电动

洒水车和道路污染清除车两款新品，为环

卫车家族增添了新成员。

“成功下线的这台智能语音控制纯电

动洒水车，是公司产品智能化的重要成

果。”该公司技术负责人苏金州表示，该车

采用一体化语音大屏控制，全车所有操作

指令均可通过语音指令输出，让操作车辆

像使用智能家居一样方便快捷，有效降低

了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操作功能时发生交

通事故的风险性。

随后，苏金州又着重介绍了道路污染

清除车，作为一款可以适用于煤矿、钢厂

等重灰尘、高污染路面的清除车，可以分

为干扫和湿扫模式，干扫模式还能切换风

道改变降尘模式，无需用水就能实现降

尘，达到无水高度清洁路面的效果。不仅如此，该车还配备

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自动化操作，如自动调整水压、自动

启停等，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性，且具有无污染、噪音

小、用水量小等特点，真正实现了环保节能的功效。

该公司副总裁居憬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紧盯新能化、

智能化、装备化、场景化方向，以自身的核心技术为基础，

围绕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和增程混动三条路线，聚焦上

装升级、底盘换电、智慧赋能三个重点领域，突出环卫类、

应急类、新能源类等四大特色专汽产品，高效驱动产业和

生态协同发展。 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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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位于阳泉市盂县西烟镇山西

鑫磊循环经济产业园里，山西欧贝姆大理石

纳米新型材料综合利用项目生产基地的生

产车间内，优质精品彩砂生产线、超细粉体

加工生产线、干混搅拌加工生产线等一期工

程建设已全部完工，生产设备正常运行。大

理石边角料、脱硫石膏、粉煤灰等一些固体

废物，正在通过一系列专业的技术手段和加

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成为新型绿色建材。

山西欧贝姆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盂

县西烟镇山西鑫磊循环经济产业园，是集固

废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

型服务商。

据了解，该公司综合研究实验室 500 余

平方米，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投入约 300 万

元，专职研发人员 16 人，聘请外部智库专家

12 余人，依托天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太原理工大学、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中国阳泉绿色建

材链主企业和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企业。

盂县是传统的资源型地区，每年工业生

产中产生的煤矸石、冶炼废渣、粉煤灰、脱硫

石膏等固体废弃物近 500 万吨。如今，在盂

县，煤矸石、粉煤灰、废金属、废催化剂，这些

曾无人问津的“废渣渣”，随着一招“点废成

金”，已然成为工业市场上的“香饽饽”，成为

盂县绿色转型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为实现企业集聚集群发展，近年来，盂

县县委、县政府坚信“固废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出台《盂县促进大宗固废和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办法》，充分发挥县经开

区平台在产业引进、孵化过程中的统筹协

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西烟循环经济产

业园，全力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完

善基础设施配套，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

应链、要素链、制度链“五链”深度耦合，助

力循环产业做大做强，实现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着力打造资源型

城市绿色转型先行示范。

在打造固废综合利用专业镇中，盂县发

挥经开区转型发展“主战场”作用，借鉴先进

经验建设“固废专业镇”，支持山西欧贝姆纳

米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专精特新专业镇链主

企业。有效推动固废综合利用专业镇高质量

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引进固废综合

利用企业 17 家，目前在建的投资亿元以上

固废利用项目 10 个，总投资达 135 亿元。

目前，盂县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矸石、粉

煤灰、废金属、废催化剂等废弃资源循环综

合利用的产业矩阵，实现了固废资源节约、

集约、高效利用，让固废变原料，原料变产

品。2023 年，盂县固废综合利用企业实现产

值 27.89 亿元，年利用固废总量达 490 万

吨，基本实现点“废”成金，畅通循环。预计到

“十四五”末，全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超过

60%，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端智能绿色转

型、持续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推进工

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无废县城”“美丽盂

县”提供有力支撑。 梁贵斌

点“废”成金 畅通循环
———盂县精心打造固废综合利用专业镇

7 月 12 日，山西石器时代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纳米碳酸钙。
这种新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橡胶生产、造纸
等行业，替代高耗能、高污染且价格昂贵
的炭黑、钛白粉及玻璃纤维等，具有广阔市
场前景。 姻 阮洋摄

科学导报讯 近日，榆社县举行风光储氢耦合生物质

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合作签约仪式。榆社县与西安隆基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中广核新能源山西分公司、山西佳新能

源化工实业公司共同签署 15 万吨/年风光电生物质绿色甲

醇项目，预算总投资 22.6 亿元。

近年来，榆社县大力实施甲醇战略，加快布局发展生

物质甲醇项目，配套完善甲醇加注站，有序推进甲醇乘用

车更新，为甲醇产业扩规提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次

项目签约，标志着榆社县将充分利用合作单位的产业、资

源和技术优势，建立起从绿电到绿醇的深度合作链条，加

快新质生产力打造，为打造甲醇经济示范县奠定基础。

榆社县委书记郭建雄表示，新能源项目对推动榆社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成立专班、强化服务，

加快对接、强力推进，合力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

点、堵点问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打造全市

乃至全省风光储能和绿色甲醇生产标杆示范项目。裴云锋

榆社 15 万吨/年风光电
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签约

社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