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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科学院高级工
程师,曾入选中国科学院年度

“关键技术人才”；
他是国内绿色化工技术

开发、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利用
领域专家,在他手里,废弃物
可以“变废为宝”；

六年前,一次偶遇,让他
与滨州,与鲁北企业集团结
缘；

一边是中国循环经济的
拓荒者,一边是致力于工业固
废循环再利用的国内顶级团
队,两者双向奔赴,将迸发出
怎样的火花？

本期“对话滨州·新滨州
人”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过
程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过
程工业固废全国循环经济工
程实验室主任周志茂。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周志茂：

在鲁北变废为宝“点石成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卫建 崔艳贞 刘飞 通讯员 张蕾 付瑛杰

将废弃物“变废为宝”，入选山东重大科创工程

垃圾固废,在一些人看来,就是
百无一用的废料；但在另一些人看
来,垃圾固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周志茂,就属于后者。他能将
垃圾固废“变废为宝”“点石成金”。

在鲁北企业集团有一处标有
“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字
样的硕大化工装置,这里,是属于周
志茂的天地。“这就是我们的有机废
硫酸资源化、高值化利用项目,早在
2019年,就被列入了山东省重点研
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第一批)
择优支持项目。”周志茂说。

我国硫酸年产量超过亿吨,全
行业高浓度有机废硫酸年排放量超
过1000万吨。废酸腐蚀严重,危害
环境,且有机物含量高,具有特殊臭
味,难以去除。“目前有机废硫酸的
处理技术普遍应用的是高温裂解
法,其特点是反应温度高、能耗大、
成本高,造成很大的碳资源浪费。
另外常见的中和法,方法简单,中和
后产物可做化肥原料,但去除其中
的有机物成本高。物理萃取法和化
学氧化法目前工业应用较少。”周志
茂说。

针对有机废硫酸利用过程中高
能耗、高排放的突出问题,开发环境
友好的低成本废硫酸资源化再生利
用技术需求非常迫切。

“我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发展
高端化工绿色生产技术、含硫有机
废液资源化利用,首次提出酸溶有
机物低温炭化制备功能炭材料并
实现酸溶有机物和硫酸高效分离;
建立高浓度有机废硫酸低温炭化
制备二氧化硫、硫酸、功能炭材料
等全资源化利用的集成技术。”周
志茂说,“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技术
可以实现在较温和的反应条件下
将高浓度有机废硫酸再生成二氧
化硫、硫酸、功能炭材料等可以循环
利用的资源。”

周志茂的老家在河北省,1993
年,他考入青岛化工学院(现青岛科
技大学)在机械系化机专业就读,毕
业后到了一家制药企业工作。
2006年,他考取北京化工大学的硕
士研究生,五年硕博连读和两年博
士后之后,周志茂进入中国科学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工作。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过程工业

固废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利用
低碳绿色的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变废为宝
’。”周志茂说。

说到“变废为宝”,周志茂特意
讲了一个故事。

1972年,日本一支代表团到我
国攀枝花钢铁厂考察,看到角落里
的高炉渣时,这支日本代表团的成
员们忽然两眼放光,说愿意用优质
钢材换取这些废渣。

当时,优质钢材的价格可不便
宜,而堆放在钢铁车间角落里的高
炉渣,说白了就是冶炼钢铁时留下
来的一种固体废物,日本人这笔买
卖怎么看都不划算。有人认为,用
优质钢材换废弃物,这可比卖高炉
渣划算。但另一部分人却不认同,
事出反常必有妖,日本人愿意高价
购买这些废弃垃圾,肯定是为了更
有价值的东西。

争论不出结果,钢铁厂的领导
将消息向上级汇报,因为这是一笔
涉及跨国的大买卖,消息就传到了
周总理的耳中。周总理要求中国科
学院化工冶金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前身)对这些高炉
渣进行研究,科研人员很快就知道
了高炉渣的特殊之处。

原来日本代表团参观了钢铁
厂之后,就已经知道了我国当时的
冶炼水平,虽然用的铁矿是钒钛磁
铁矿,但只能提炼钢铁,根本意识
不到高炉渣里还能提取一些稀有
金属。

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里除了当
时提炼出来的铁之外,还含有钒、
钛、镍等多种伴生金属资源，可谓价
值连城。这些伴生资源不仅经济价
值极高,还是制造军事武器的重要
材料。比如镍,用镍制成的不锈钢、
高镍合金钢等就可以被用来制造飞
机、雷达、导弹等军工产品。

周志茂说：“由于当时我国技术
水平有限,这些矿材里包含的金属
元素并没有被悉数提炼出来。日本
考察团见到这些被废弃的高炉渣,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价值,所以他
们不惜花费重金也要获得这些高炉
渣。幸好周恩来总理有先见之明,
这才没有让日本打成小算盘,否则
中国将失去多少珍贵的资源啊。”

与鲁北企业集团“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多年来，鲁北企业集团一直坚
定不移地发展生态、低碳、循环经济
产业集群,创建的中国鲁北生态工
业模式成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一
面旗帜,被誉为“中国循环经济的拓
荒者”。周志茂,国内绿色化工技术
开发、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利用领域
专家。

双方,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我们研发出这套有机废硫酸

资源化利用新工艺,这是一个造福
工厂、造福社会的技术,想尽快有一
个厂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我们先
后交流了几家工厂,但他们都不愿
意冒风险。”周志茂说。

这时,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对周
志茂的技术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建
议到硫酸协会年会上做报告介绍这
项技术。

意外和惊喜,就在这时发生了。

“会后鲁北化工(鲁北企业集团
下属公司)联系我,向我介绍企业情
况和废酸处理进展,我也进一步介
绍了采用新工艺的废酸处理试验情
况。鲁北化工感觉这项技术在他们
这里应用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废硫
酸处理成本,并且会有很好的环境
效益。”周志茂说,“后来鲁北化工到
我们研究所看了试验产品,我们也
到鲁北化工了解了现场情况和当时
废酸处理的进展。经过多次交流,
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合作就
这样开始了。”

周志茂在寻找鲁北的同时,鲁
北也正在苦苦寻找周志茂,两者双
向奔赴,一场神奇的缘分就此开始。

周志茂说：“最早知道鲁北化工是
我在做废硫酸处理的时候,进一步调
研后了解到鲁北化工开创了石膏裂解
协同处理烷基化废硫酸。随着和鲁北

化工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对鲁北循环
经济模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经过鲁北化工和周志茂的共同
努力,不断完善小试、中试等环节,
终于建成了世界第一套炭化还原法
有机废硫酸规模化资源化利用的示
范装置。

“我们得到的磺化炭材料为无
定型炭,可以作为固体酸催化剂和
煤热解提质催化剂；磺化炭保留了
生物质中的氮、磷、钾等有益元素,
并具有较多氧、硫元素的功能基团,
对重金属的吸附优于热解炭,可用
于钻井液、废水吸附及土壤改良等
领域；磺化炭可作为载体制备磺化
炭基复合肥,山东农业大学‘土肥资
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磺化
炭基肥应用在粮食作物上均有显著
的增产效果。”周志茂说。“通过测
算,与传统高温裂解技术相比,我们

示范装置整个处理过程能耗可以降
低50%以上,处理1万吨废硫酸,可
以节约大约2000多吨二氧化碳排
放。”这与国家双碳战略不谋而合。

“另外,这项技术目前正在延
伸,在降低碳排放同时,可以协同处
置很多有机固废,通过硫酸碳化工
艺,碳收率能达到80%,回收幅度大
大提高。”周志茂介绍,“如果我们把
生物质做成碳化碳材料,比如做成
碳基复合肥,把二氧化碳固定在土
壤里,不仅是一个比较经济的方法,
对土壤也有很好的改良作用。”周志
茂说,在减碳固碳技术方面,还有很
大上升空间。“新技术需要不断完善
和进一步优化,具体如何完善和优
化？我们一直在与鲁北交流。”周志茂
说,“鲁北的循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都
是引领性的,这是高质量发展、生态平
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扎根滨州，深耕循环经济期待再结硕果

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追求创新
性,而企业需要的科技成果更看重
实用性、经济性,因此,双方合作科
技成果转化往往是路径长、难度高、
投入大、见效慢,而且对人的要求非
常高,只有跨过这一条条“鸿沟”,科
技成果才能实现真正落地。

“我们这项技术能够成功,得益
于鲁北企业集团对于循环经济的深
刻理解,得益于鲁北方方面面的配
合支持。”周志茂说,“吕天宝董事长
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
对我们项目特别关心,集团多位领
导参与领导项目建设,调集骨干人
才配合项目实施,从立项、中试方案
确定、设备选型、建设调试等,陆续
投入3000多万元,倾注了鲁北企业
集团的热情。在这里,氛围特别好,
让我能够全身心投入干事业当中。”

从2017年至今,周志茂到滨州
已有6年时间,他每个月至少来鲁
北一次,并逐渐融入这里。在这里,
周志茂有老同学,有新朋友,真正体

会到了“热情鲁北,好客滨州”。
这几年，周志茂往返于北京滨

州两地,他早已把滨州当成自己的
家。“不管是同事之间相处,还是工
作氛围,都让人感觉十分愉悦。”周
志茂说,最吸引他的,还有滨州人的
实干作风,和滨州政府部门的贴心
服务。

“就鲁北企业集团可持续发展
问题,人才引进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对高端人
才吸引力不是很强,通过鲁北企业
集团的持续努力,这个问题有所改
观。”周志茂说,“我听说滨州的高铁
马上就要开通,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
消息。高铁通了,对外交流就更方
便,人才也会慢慢聚集到这里。鲁北
这么好的企业,有这么好的产业,肯
定会吸引更多人才来到这来。”

谈及未来,周志茂准备结合鲁
北现有循环经济产业链和自身专
长,共同丰富和完善鲁北循环经
济。“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有机废硫

酸资源化利用新工艺得到的磺化炭
新产品实现高值化应用。磺化炭对
水中的氨氮和磷具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可以用于废水的治理,同时也说
明了磺化炭基复合肥缓释作用的机
理。我们实验室已经完成评价,正
在整理数据,准备在氨氮废水、富磷
废水等方面进行推广应用。”周志茂
说。

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迅速发
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预测,
2026年风电叶片回收行业会迎来
第一次风电退役的大考,到 2029
年,年处理回收叶片量将达到22万
吨。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周志茂表
示将拓展利用他们的新技术探索新
兴固废综合利用技术路线,解决新
兴产业固废资源利用成套技术设备
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问题,希望在风
电叶片回收利用领域有所作为。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FRP)的资源化再利用方
面亟需做的、能做的有很多。中国

物资再生协会推测，2030年我国服
役期满的复合材料产品将超过
3000万吨,同时玻璃钢行业也会产
生大量废弃玻璃钢纤维材料。由于
纤维复合材料的强度高、耐腐蚀性
能好等特性，导致废弃纤维复合材
料的处理和利用非常困难,资源化
利用成为迫切需求。”周志茂说,“我
们利用硫酸化学溶解法将废旧复合
材料中的树脂和纤维分离，并再生
其中的功能纤维。同时利用我们开
发的炭化还原法新技术将树脂转化
为磺化炭、硫酸介质循环利用,实现
废旧复合材料的全组分回收利用。
回收得到的功能纤维碳足迹,温室
气体总排放量比传统产品小,与以
往产品相比更环保。”

周志茂信心百倍地说：“循环经
济造福工厂、造福社会,我们希望能
够在5年之内携手鲁北化工,在滨
州建成万吨级风电叶片资源化回收
装置,在滨洲的产业沃土中让资源
综合再利用的成果更加丰硕。”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海鹰 报道）近日，2023年
度滨州市十大最美非遗传承人评
选活动揭晓，无棣县省级非遗鲁
绣（绒绣）技艺传承人牛国秀榜上
有名。

牛国秀，无棣县棣丰街道办
事处王白杨村人，从事鲁绣（绒
绣）技艺传承已45年，先后获得

“绒绣技术”和“绣花针工艺”两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实用
新型专利，是省级非遗项目鲁绣
（绒绣）第五代传承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市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术
家协会会员。

牛国秀自幼随父学习鲁绣（绒
绣）技艺，成功地将绘画艺术与鲁
绣（绒绣）技艺巧妙融合，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人物肖像、
山水花草、鸟兽鱼虫等作品品位高
雅、感情丰富、线条流畅，灵气流
动，创作的《马到成功》《一身正气》
《国富民强》《牡丹报春》《如意祥
和》等鲁绣（绒绣）作品，先后在全
国和省、市农民书画展以及家纺
手工精品大赛中获奖并被中国侨
联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
滨州家纺手工精品创意大奖赛等
收藏展出，部分作品被作为高档
礼品销往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

牛国秀成立了无棣县牛氏绒
绣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培养传承

人和学员，经常性地开展绒绣技艺
非遗培训、讲座、体验等公益活动，
回报社会。2022年4月，牛国秀成
立山东国秀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在国家4A级景区无棣古城内的非
遗一条街打造滨州市首批市级非
遗工坊“棣州绣坊”，开展非遗研学
游、体验游，积极向广大游客推介
非遗文化，使非遗与旅游齐头并
进，并与无棣县中小学校联合，
邀请中小学生深入绣坊参观体
验绒绣制作，定期进入课堂讲授
鲁绣（绒绣）历史脉络，让更多的
青少年了解传统非遗文化。今
年 11 月，“棣州绣坊”与无棣古
城盐坊、糕坊等十大非遗工坊街区
成功入选山东省非遗保护十大亮
点工作。

为更好保护和传承鲁绣（绒
绣）非遗项目，进一步提升无棣非
遗文化发展，牛国秀打造“绒绣+”
运营模式，即“绒绣+景区”，打造
非遗特色展销厅；“绒绣+乡村振
兴”，建立非遗传承工作站；“绒
绣+创意”，完善绣房生产体系；

“绒绣+公益”，不忘初心回报社
会；“绒绣+宣传”，加大非遗项目
宣传推广力度。

如今，牛国秀的女儿、省级
非遗项目鲁绣（绒绣）第六代传承
人咸胜男借势山东手造，不断创
新，开发出一系列符合现在年轻
人的审美又适用于大众口味的绒
绣新品。

“2023年度滨州市十大最美非遗传
承人”牛国秀：

让鲁绣非遗技艺走进课堂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马庆国 马景美 报道）12月
11日，沾化区下河乡官灶村公益
岗人员王涛的家里传来一声声感
谢声。该乡北韩村村民韩希良把
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好青年”的锦
旗送到了王涛手里。

12月6日，是下河乡流口村大
集日，韩希良卖了自家种植的600
多斤苹果，收到700多元现金。卖
完苹果，他把钱放进随身携带的黑
色皮包里就往家赶。到家后，韩希
良发现装钱的黑色皮包不见了。
正当他心急如焚时，电话铃声响
起，对方称自己是官灶村党支书书
记张延生，在跟韩希良核实完皮包
内的钱数和身份信息后，让他抓紧
到官灶村委办公室领取失物。

在失物招领现场，张延生告诉韩
希良，12月6日当天，本村公益岗人
员王涛去下河乡信息室领取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宣传材料时，在官灶村
北路边的沟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皮包，
包里除了现金，还有韩希良的身份
证。王涛把包交给张延生，委托他联
系失主。得知事情原委后，韩希良心
存感激，为王涛送去了表示感谢的
锦旗。

王涛，36岁，10年前他因患白
塞氏病，落下了脑梗后遗症，左手
臂因此落下残疾，连抬手的力气都
没有。王涛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
拮据，在面对捡来的财物时，仍第一
时间将其物归原主，王涛用实际行
动传承拾金不昧精神,传递了社会
正能量。

好青年王涛身残志坚
拾金不昧暖人心

12月12日，沾化区总工会为
“2023年度滨州市职工信得过律
师”“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芳军颁发了荣誉证书。

近年来，作为工会法律服务
律师，刘芳军坚持从保护职工权
益的角度出发，引导职工通过正
当法律程序维权，引导劳资双方
通过协商、调解方式化解劳资纠

纷，及时将矛盾由大化小，促进
案结事了，为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
了积极贡献。

据了解，刘芳军累计提供协商
调解、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400余
件次，并积极参与法律宣传、法治
讲座、集体协商指导等工作，服务
职工6000余人次。

刘芳军：

职工信得过的好律师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雅慧

照片中间为刘芳军照片中间为刘芳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