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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牛淑菊
天津市武清区园林绿化中心 天津 301700

摘� 要：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不仅对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还在经济和城市景观塑造方面展现出巨大潜

力。本文探讨了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现状及提升策略。从生态、经济、景观角度述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重要性，剖析其收集处理、技术、市场、公众意识等方面现状。提出完善收集与处理体系、推动技术创新、激发市

场需求与产业升级、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等策略，以促进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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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园林废弃物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资源化利用成为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态循

环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探讨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重要性、现状以及提升策略，通过分析其在生态环境保

护、经济效益、城市景观塑造等方面的价值，结合技术

创新、市场需求与公众环保意识提升等关键因素，为推

动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

据与实践指导。

1 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

园林废弃物，涵盖枯枝落叶、修剪残枝、草坪草屑

等，以往多被视作垃圾处理，如今其资源化利用却有着

不可小觑的重要性。（1）从生态环境保护维度而言，
传统处理方式，像焚烧园林废弃物，会释放大量有害气

体，加剧空气污染，影响区域空气质量与居民健康；随

意填埋不仅占用宝贵土地资源，还可能因发酵产生渗滤

液，污染土壤与地下水。而资源化利用能巧妙避开这些

危害，实现生态良性循环。（2）经济层面上，资源化利
用潜藏巨大效益。一方面，减少园林废弃物清运与填埋

成本，市政部门能把节省资金投入到更需之处。另一方

面，催生新兴产业，利用废弃木材制作工艺品、生物质

燃料等，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一些小型木艺

工坊，把废弃树枝雕琢成特色摆件，既赋予废弃物新价

值，又丰富文创市场。（3）于城市景观塑造来讲，园
林废弃物经过创意加工，可变废为宝，升级城市景观风

貌。废弃树干搭建成景观小品，或是用碎木屑铺设特色

步道，既契合环保理念，又为城市增添别样艺术韵味，

让居民在日常漫步中感受自然与创意融合之美，提升城

市文化魅力与居民幸福感。

2 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现状

2.1  收集与处理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似浪潮奔涌，城市绿化面积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拓展。公园绿地、街边绿植带、住

宅小区景观绿化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伴而生的，是

园林废弃物数量的急剧攀升。（1）收集点的布局经过
了科学考量。市政部门依据城市绿化分布地图，划分区

域，在公园、大型绿地周边，以及绿植集中的街区，设

置了醒目又便利的收集点。这些收集点配备了分类投放

设施，引导市民将枯枝、落叶、草屑等分门别类放置，

既方便后续处理，也提升了资源回收的精准度。（2）专
业收集车辆更是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环卫部门购置了特

制的压缩式垃圾车，车厢密封性能卓越，防止异味与碎

屑逸出，污染沿途环境。车辆依据既定路线，定时穿梭

于各收集点之间，高效清运废弃物，确保园林角落的垃

圾不会长时间堆积。（3）而废弃物处理中心或工厂，
则是整个体系的核心枢纽。选址多位于城郊结合部，既

避开人口密集区，又兼顾交通便利性。处理中心内，各

类先进设备一应俱全，从初步的粉碎筛分，到深度的发

酵降解，再到成品的加工成型，一整套流水线作业有条

不紊[1]。

2.2  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领域，新成果、新方法不

断抽枝发芽。传统堆肥化处理历经岁月打磨，依旧熠熠

生辉，它借助微生物的神奇力量，让园林废弃物在适宜

温湿度、通风条件下，逐步分解为富含有机质的肥料。

（1）生物质能源转化则是技术创新的一颗耀眼新星。科
学家们利用热解、气化等前沿工艺，将干燥后的园林废

弃物投入高温、无氧或缺氧反应炉中，使其化学键断裂

重组，释放出可燃气体或者生物炭。这些产物既能作为

清洁能源，为周边工厂、社区供热供电，又能变身土壤

改良剂，提升土地肥力，实现能源与农业的跨界融合。

（2）有机覆盖物制作也是热门技术方向。把园林废弃物
粉碎成不同粒径的碎料，再经染色、除臭处理，制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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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斑斓、持久耐用的覆盖物。铺设于园林地表，它们宛

如一袭华美的 “生态披风”，能抑制杂草生长、保持土

壤水分、调节土壤温度，还为景观增添几分灵动色彩。

（3）园艺基质生产技术同样不容小觑。将废弃物深度
加工，剔除杂质，与泥炭土、珍珠岩等科学配伍，调配

出疏松透气、保水保肥的理想基质，专供花卉、苗木培

育，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赋予园林废弃物全新的园艺

使命，极大拓展了资源化利用的边界，削减环境污染，

为城市生态注入绿色活力[2]。

2.3  市场需求的推动
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沁润的当下社会，市

场对于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品的需求正蓬勃兴起，

宛如一股强劲东风，有力推动着相关产业巨轮破浪前

行。传统化肥长期使用导致土壤板结、肥力衰退等弊病

愈发凸显，而源自园林废弃物的有机肥，富含有机质、

腐殖酸及各类微量元素，能改良土壤结构，唤醒土地生

机，提升农产品品质与产量，瓜甜果香、粮谷饱满，故

而在蔬果种植、粮食生产基地订单纷至沓来。园艺产业

更是这类产品的消费大户。城市花卉市场繁花似锦，家

庭园艺热潮汹涌，对优质园艺基质的渴望水涨船高。园

林废弃物制成的基质，成本亲民、性能卓越，契合花卉

绿植生长习性。景观设计师们巧用这些基质，打造出一

个个绿意盎然、繁花簇拥的园艺作品，反过来又刺激市

场对基质的持续采购，形成产销两旺的良性循环。城市

绿化工程也是关键驱动力。市政园林部门在大规模植

绿、景观提升项目中，大量需要有机覆盖物、生物质营

养土等产品美化环境、滋养绿植。随着城市更新步伐加

快，这类产品的市场版图不断扩张，吸引更多资本与企

业投身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赛道，促使产业不断升级

扩容，各环节愈发成熟精细，在市场需求的澎湃浪潮

里，书写生态与经济共赢的精彩篇章[3]。

2.4  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
（1）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犹如点点微光汇聚成

炬，为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照亮前路，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如今，环保教育走进校园、社区，深入日常生

活点滴，越来越多民众睁开关注生态的 “慧眼”，意

识到园林废弃物绝非无用垃圾，而是潜藏价值的绿色宝

藏。社交媒体上，环保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园林废弃物

处理相关科普帖、经验分享如繁花绽放，网友们热烈讨

论垃圾分类窍门、家庭绿植垃圾再利用妙招，自发传播

环保知识，形成无形的科普网络。（2）各类环保公益活
动现场，民众参与热情高涨，无论是社区组织的园林垃

圾 DIY 手工坊，教大家用枯枝落叶制作精美装饰画；还

是城市公园举办的 “变废为宝” 创意集市，鼓励市民将

废弃花卉绿植变身创意手工艺品售卖，都吸引大批市民

踊跃投身。这种亲身实践，不仅拉近公众与园林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距离，更在心底种下环保种子，让绿色生

活理念生根发芽。（3）民众还化身监督者，对身边园林
废弃物处理不当现象 “零容忍”。发现垃圾随意焚烧、

违规填埋，就拍照取证，向相关部门举报，督促整改。

这般浓厚社会氛围，如春风化雨，不仅助力园林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产业蓬勃发展，更是全面抬升整个社会的环

保意识水位，让绿色行为蔚然成风，为地球家园披上更

鲜亮的生态绿装[4]。

3 提升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策略

3.1  完善收集与处理体系
（1）优化收集点布局.城市绿化版图日益扩张，园林

废弃物的产生源愈发分散且复杂，科学布局收集点迫在

眉睫。需综合考量公园、植物园这类绿植密集区，以及

街边绿化、住宅小区景观带的分布格局，运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技术精准定位，让收集点疏密得当、全面
覆盖。定期巡查收集点，及时清理满溢垃圾，用环保消

毒剂擦拭设施，维持干净无异味，避免滋生蚊虫细菌，

塑造良好投放环境，提升市民配合度。（2）提升专业收
集能力。依据各区域预估产量与清运时长，合理增添车

辆数量，规划高效清运路线，确保每日定时定点穿梭收

运。对收集车辆开展技术升级，采用新型密封材料强化

车厢密闭性，杜绝运输中垃圾散落、异味泄漏。安装智

能监控与调度系统，实时追踪车辆位置、载重量，依据

路况、垃圾量灵活调配，优化运输效率，把环境污染风

险降至最低，保障收运流程顺畅无阻。（3）强化处理中
心建设。处理中心是园林废弃物蜕变重生之地，加大资

金注入是关键。引入前沿的粉碎、发酵、烘干等处理技

术，搭配自动化分拣、智能监测设备，全方位提升处理

效能。同时，强化内部管理，制定严格安全规范，为员

工提供专业培训，定期维护设备，保障处理全程环保达

标、高效稳定。

3.2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1）深化堆肥化处理技术。科研团队深入钻研菌

群生态，精准调配细菌、真菌比例，让分解过程如虎添

翼。引入智能温湿度控制系统，模拟最适宜微生物繁衍

的环境，加速有机物降解。借助大数据分析堆肥各阶段

参数，实时微调，把原本漫长的堆肥周期大幅缩短，产

出的肥料有机质含量飙升，氮磷钾养分更均衡，颗粒细

腻、无异味，为土壤注入强劲肥力，滋养城市绿植生机

盎然。（2）拓展生物质能源转化技术。科研机构联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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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攻关热解、气化、厌氧发酵等技术难题，探寻更高

效、低污染的转化模式。在城郊结合部试点生物质热电

厂，把园林废弃物转化为清洁电能、热能，为周边社区

供暖供电，减少传统能源依赖，在环保与能源供应间架

起双赢桥梁，让绿色能源点亮城市生活。（3）创新有机
覆盖物和园艺基质生产技术。研发团队挖掘不同植物纤

维特性，融入天然染色、保水保肥添加剂，炮制出色彩

斑斓、功能各异的覆盖物，既能扮靓园林景观，又能长

效保湿控温。针对园艺基质，剖析花卉苗木生长喜好，

精准复配园林废弃物与蛭石、泥炭土，经高压灭菌、精

细筛分，严格品控把关，以卓越性能角逐市场，抢占行

业高地。

3.3  激发市场需求与产业升级
（1）拓展应用领域。园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品恰

似璞玉，亟待雕琢打磨后大放异彩于多元领域。在农业

板块，组织农技推广会，向农户展示有机肥改良土壤板

结、提升农产品品质的功效。园艺领域，与花卉绿植商

家携手，推出基质试用装，用效果说话，敲开家庭园艺

市场大门。城市绿化工程更是关键阵地，主动对接市政

部门，让产品融入城市生态脉络，串联上下游企业，打

通原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全链条，协同共进促

发展。（2）培育龙头企业。管理部门出台税收减免、
专项补贴政策，助有技术专长、创新活力的企业更新设

备、扩张产能。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吸引风投汇聚，为

潜力企业注入资本活水，助力其跑马圈地、整合资源。

鼓励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产业布局，催生集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

与话语权。（3）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园林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产品需精心雕琢品牌形象，从品牌命名凸显

环保理念，到设计醒目、绿色的包装，传递绿色价值。

积极参展国内外环保展会，搭建创意十足的展位，现场

演示产品效能；借媒体报道，提升知名度美誉度，让绿

色产品走入大众视野，收获市场青睐。

3.4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与参与度
（1）加强环保教育。环保意识需从娃娃抓起，融入

校园教育体系。编写趣味横生的环保教材，开设实验课

程，让学生亲身体验园林废弃物变身之旅；组织课外实

践，走进处理中心、生态农场，感受资源循环魅力。媒

体传播更是扩音器，电视公益广告、网络科普短视频高

频推送，全方位渗透，让公众深知园林废弃物价值，养

成分类投放好习惯，主动投身资源化利用大潮。（2）开
展实践活动。园林垃圾 DIY 手工坊里，专业艺人指导市
民把枯枝拗成精美相框、用落叶拼贴艺术画，赋予废弃

物艺术生命；创意集市上，鼓励大家将废旧花盆、绿植

改造成创意盆栽售卖，收获创意与环保双重成就感。亲

子环保活动更是亮点，家长孩子齐上阵，在欢乐互动中

传递绿色理念，让环保意识扎根心底，化作日常自觉行

动。（3）建立监督机制。搭建便捷举报平台，开通热线
电话、线上小程序，鼓励市民随手拍、随时报处理不当

现象。相关部门接报速查，及时反馈处理结果，形成闭

环管理。同时，强化对企业、部门监管，定期抽检处理

流程、产品质量，用严格监管促规范运营，让全社会携

手守护绿色家园，推动资源化利用行稳致远。

结语通过建立完善的收集与处理体系、推动技术创

新、激发市场需求以及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可以有效促

进园林废弃物向有机肥料、生物质能源、有机覆盖物及

园艺基质等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化。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环

境污染、节约资源，提升了城市的生态魅力与居民生活

质量。未来，应持续加强社会各界协作，确保园林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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