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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入选全国首批再
生资源回收体系
建设试点

2009

通过试点验收，同
时成为省工业循环
经 济“4121”示 范
工 程 十 个 试 点 县

（市）之一、首批“浙
江省发展循环经济
先进县（市）”

2015

永 康 市 资 源 产
出 率 统 计 核 算
体 系 通 过 专 家
论证，系国内县
域 首 个 。 通 过
水 利 部 最 严 格
水 资 源 管 理 制
度试点验收

2013
获评首批省循环经济
示范市。启动实施第
一轮“158”碧水蓝天
工程

2011

成为省级循环经济
试点基地。入选全
国加快实施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两个县级试点

2014
开始研发永康市资
源产出率统计核算
体系

率先启动县级
循环经济发展
指数的研究和
编制

2016

永康是制造业大市，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发展之初，不少人却是靠着“小冶炼”发家致富，但是环境被极度破坏，“坐
在垃圾堆上数钱，钱也赚得提心吊胆”。而如今的永康，深刻吸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从全省率先，到全省唯一，再到全国首创，走出了一条符合永康实际，又可复制可推广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大事记

坚持生态优先 践行绿色发展
——永康发展循环经济二三事

彻底整治“小冶炼”
打响省“811”行动第一枪

“我10来岁的时候，家里开始‘小冶炼’，村里

算早的。”龙山镇桥下三村党支部书记朱雄伟今年

52 岁，他说，在那个“万元户”能戴大红花的年代，

“小冶炼”一年轻轻松松能赚好几千，越来越多的

村民闻风而动。当时桥下三村有 600 余户，三分

之一以上村民家里从事“小冶炼”，铝锭产量一度

占到全市的10%。

村民们在掘到“第一桶金”的同时，很快也发现

环境变了：村里整天黑烟四起，桌子上的灰可以写

字，一层黄烟笼罩在村子上空。上世纪90年代初，

桥下三村把全村的“小冶炼”都集中搬到了华溪边。

搬到村外，可“小冶炼”产生的污染却没有停

止。与空气一样变糟的还有华溪水质，“上世纪60

年代淘米洗菜，70 年代洗衣灌溉，80 年代水质变

坏，90年代鱼虾绝代”。“小冶炼”较为集中的地方，

周边的果树不结果，长出来的稻谷是黑色的。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小冶炼”危害很大。

虽多次整治，但难以根除，“小冶炼”成了一个顽

疾。2004 年，我市主动要求省环保局将整治“小

冶炼”列入生态省建设的难点项目，全面摸清涉及

68 个村、1361 户计 27.9 万平方米的“小冶炼”底

数，开展彻底整治行动。

“这次整治行动打响了省‘811’行动的第一

枪。”时任市环保局局长的俞福才说起整治行动

时，用上了“轰轰烈烈”四个字。从8月底开始，我

市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拆除了全部简易工棚，摧

毁了全部生产设施。

整治“小冶炼”，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桥下三

村。“拆除后的溪滩地上造起了标准厂房。”朱雄伟

说，虽然当时村民反响较大，但现在普遍都说，“该

拆！该治！如果当时不彻底整治，那么，这些年赚

来的钱，即便全部还回去治理污染都不够，环境也

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好。”

俞福才感慨，没有当初的大整治，就没有现在

的“永康蓝”，“这不仅仅对我市有重大意义，对全

省起了示范作用，在全国都有波澜呢。”

再生资源利用体系全省唯一
县级试点经验全国推广

“小冶炼”整治是我市系统治理环境污染的开

端，接下来，从“小电镀”“烂板水”，逐渐扩展到其

他行业领域。

我市发达的制造业带动了废旧金属贸易的繁

荣，也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料和生活废料。2006

年年初，我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建设的24个试点城市之列，现任市商务局市场

科科长王有高记得，首批试点城市中，仅永康和湖

南汨罗是县级市，计划试点建设周期为五年。但

2009 年 4 月，我市就率先通过了试点验收，“永康

模式”得以全国推广。

建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首先划行规市，

确定了流动收购废旧物品从业人员管理工作流

程，规范回收站点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识、

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衡器、统一车辆、统一管

理“七统一”。不仅是每天定人定时定点收购清理

转运，我市还在城郊设立了标准化的分拣中转站，

进行回收、交易和拆解，同时成立了再生资源行业

协会，搭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信息网络平台。

“把‘废品收购大军’改造成‘正规军’，把‘地

下经济’发展成‘阳光经济’。”王有高说，我市建立

起较为完善的“回收—分拣—交易—利用”的闭合

圈产业链，形成了“企业主体＋政府主导＋行业自

律＋公众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不仅有效解决了

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在社会治

安、行业规范等方面形成了“永康经验”，被业内专

家评价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永康模式”的成

功亮点。

资源产出率统计、循环经济
发展指数全国县域首创

无论是治理环境污染，还是构建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体系，初衷就是“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环境容量小、资源自给率低的永康，

面对的是民营企业活力强、经济总量大的现实需

求，如果说，怎么立足实际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题，那么，秉承绿色循环的

发展理念，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进行积极探索，就是永康给出的答案。

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坚定不移走好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先进

制造业基地，如今的永康，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改

善工艺，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可循

环、少排放的新型工业之路。循环经济的概念，也

已实现了从工业到农业、服务业等各领域的全覆

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济规模稳步扩张，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在永康人的微信朋友圈，蓝天白云已不

再刷屏，不是因为太少，而是因为习以为常；在永

康城的三江六岸，白天可见成群的鱼儿游过河面，

傍晚则有“运动大军”漫步河边，生态建设日新月

异，绿色福利越来越多，和谐永康触手可及。

有实践探索，更有总结提升，我市积极构建循

环经济评价制度，建立以主要资源产出率、主要废

弃物循环利用率为核心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

系，统计时将数据指数化，在此基础上，发布循环

经济发展指数，服务于绿色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以

及企业循环化改造，为科学评价全市循环经济发

展情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定量分析

与数据支撑。而这些，均属国内县级市首创。

“永康过去的发展，依靠和得益于循环经济，

同时，产业发展和资源的匮乏以及环境容量小的

矛盾，决定了今后永康也必须持之以恒地走循环

经济发展道路。”时间虽已过去一年多，但市委书

记金政在永康循环经济发展指数课题论证会上

的话语，依然回荡在耳旁，也落于实际行动中。

□首席记者 陈晓苏

2017

发布全国首个县域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指
数，有色金属加工
制造业入选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分行
业省级试点

2018
启动实施新一轮
“158”碧 水 蓝 天

工程

生态建设日新月异的永康城。 记者 林群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