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 分析原因题

作答要求：

根据给定资料，分析频繁出现井盖“吞人”事件的原因。(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楚，简明扼要，语言流畅。不超过 300 字。

给定资料：

资料 1

2013 年 3 月 22 日晚，暴雨突袭湖南省长沙，长沙城区不少地方瞬间涨水。21 岁的女

孩杨某不慎掉入一个没有井盖的深井，长沙市出动数十支消防、民警队伍进行搜救，长沙市

海事局也在该下水道通往湘江的排污口和江面上搜寻，截至 24 日杨某仍下落不明。众多热

心市民和网友纷纷为女孩祈祷，期待奇迹发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坠井女孩生还的希

望越来越渺茫。

据报道，出事的下水道口直径约 1 米，井盖的下水道口直径约 1 米，井盖不见踪影，

里面的水流十分湍急。下水道口正对着街天桥的台阶，相距 10 多米，距离人行道不到 1 米，

周围看不到任何提醒路人的注意的相关标识。

与杨某同行的同学称，杨某就走在她前面几米，她眼睁睁看着杨某突然不见了。事发后

赶到现场的另一同学说，如果没有探照灯完全看不清路。落井女孩的朋友哭着问警察：“为

什么这里没有井盖？”有警察回答称：“可能是地下水暴涨，从下面冲开了井盖，地面上湍

急的流水直接将井盖冲走了。刚刚我们在赤黄路旁边的报刊亭那里找到了被冲走井盖。”也

有人猜测，当晚雨势很大，地面积水近 50 厘米，而事发地点有个 30 度左右的斜坡，过多

过急的雨水把下水道井盖冲开了。围观的几位市民称，这种情况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这里的井盖经常被冲开，很不安全。

有评论认为，长沙女孩的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这座城市的悲剧。在为女孩的

不幸遭遇而痛心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仅仅是城市排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难道是城

市发展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城市管理者，在预知到危险之时是否尽到了养护与防范

风险的责任？为什么总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才去反思、才去补救？我们在面临可预见到的危险

时是否忘却了必要的警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庞某：井盖事件，并不是一个井盖这么简单，用我们的话



说，这是一个小的舆情事件，叫“井盖舆情”。这个事件，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全民的恐慌，

同时“井盖”问题也多次面临拷问：2010 年 5 月，广州，一个女孩坠入下水道身亡；2011

年 6 月，北京，两名男青年在暴雨中推车时，不慎坠井，双双殒命；2012 年 3 月 16 日，

大连，一女子坠入热力井身亡；2012 年 4 月，北京，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人行道上遇到路面

突然塌陷，不幸掉入热力井中，全身 99%被严重烫伤，最终不治身亡；2013 年 3 月 12 日，

广西，一名 5 岁男孩不幸掉入排污井而遇难。。。。。一次次类似的悲剧提醒我们：如果说高

楼大厦是城市“面子”的话，深埋于地下的排水系统无疑是城市的“里子”。当突如其来的

大雨掀开城市的“里子”时，既会有全城瘫痪的尴尬，也会有举步维艰的囧皮，甚至还会有

水道“吃人”。一个城市发展不能只中面子，不顾里子。一些看不见的基础建设工程，有时

比看得见的项目更关乎民生利益。如果说这次的不幸偶然事件，那么这些一个一个的偶然事

件叠加起来，就为我们摆出了一个城市管理漏洞的拼图。在这个拼图里，我们每个人都行走

其中，人人自危，步步惊心。

资料 2

2013 年 1 月 18 日，人民网：

杨先生生活在北京，在朝阳区的小庄附近工作，每天上下班经过小庄路口，那密密麻麻、

高低不平的井盖总是让驾驶技术上不娴熟的他发愁：又要一阵颠簸了，那些井盖又多又分散，

很多就在行车线上，想绕过去几乎不可能。他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道路上，要

有这么多井盖呢？为什么不但数量多，而且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呢？为什么不能规划在一条线

上，或者隐藏在绿化带里呢？带着杨先生的困惑，记者分别实地调查了西安市和北京市的部

分道路井盖密度情况。

14 日下午，记者从钟楼出发，沿着南大街一路南行，穿过古城墙的南门，上了长安北

路，最后到达南二环与长安路立交交叉口。当记者走进老城区的街巷，动气端履门、南至南

大街的东木头市双向两车道的路面上，不到 700 米的路程，密密麻麻的井盖却有近 60 个，

一路驶过，少不了一番颠簸。

机动车道如此，人行道又如何呢？记者来到咸宁西路与东二环交叉口，在西南角的一段

人行道上，两个一列、东西并排的一连串密密麻麻的井盖构成了一组“奇观”——短短 52

米的人行道竟然有 29 个井盖。

17 日中午，记者又来到北京朝阳区红庙十字会，往东、南、西、北各走了 100 余米，

发现这个路口竟然有 475 个井盖。



记者有从红庙路口向西出发，开始数人行道、辅路和主干道上井盖的数量。前行 500

多米走到小庄路口后，发现我们已被无数的井盖包围了。井盖上印这“污”、“电”、“雨”等

各种各样的“身份”。有的是十多个依次排雷开来，有的是大小不一、没有规则地聚集在一

起。记者又来到金台路，发现这里的井盖数量和排列杂乱的现场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密集且分布毫无规律的井盖，影响市容是小事，关键是带来了极大的管理难题和安

全隐患。由于井盖丢失、破损、翘起等造成的事故屡见不鲜。

资料 3

华北某省会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约 15 万个井盖分别属于供水、排水、热力、电力、

通信等五大部门，由 20 多个单位负责管理。据统计，每年因各种原因丢失的井盖约有两三

千个。如果不能确认产权单位，要修复一个“无盖井”最快也需 15 天。“部分单位只管建，

却不管后期养护。

华南某省会城市有各类井盖约 100 万个，主要属于通讯类、供水类、排(污)水类、燃气

类、供电类、省(市)有线电视、供热、监控设施等八个主要行业、数十家权属单位及众多使

用单位，市城管委一位工作人员坦承：现在对于城市窨井井盖的关联“有点乱”。

东北某市市民刘先生租了一间门市房，门市房前的一口窨井半个月前井盖坏了，刘先生

四处联系管理单位，结果联通、电信、电力、供暖公司等单位郡城与己无关，这让刘先生很

无奈。“这口井应该不是下水井，但也看不出是哪个部门的井盖。”刘先生说。由于这个井口

处在自己门市房的正门前，井盖坏了影响了自己生意，多以他才想到要找。

有关部门来维修。“可从 3 月 15 日开始到现在，前后打了不下 20 个电话，这些部门都

说不是自己的井。”据刘先生将，其中联通和电信公司接到他的投诉后，先后派人到现场进

行了检查，最后确定不是自己部门的井。而其他几个部门根本就没有派人来看过。“晚上的

时候那么黑，谁走到这儿玩意掉里头咋整，到时算谁的责任啊！”刘先生想问问。无奈之下，

3 月 24 日上午，刘先生只好自己掏钱买了个井盖，赵朋友帮忙安装上了。刘先生说，他买

井盖话了 120 元钱，钱倒是不多。但是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出台一些规定，是哪个部门

的井，那么在井盖上就应该有哪个部门标志，这样责任分明，出了故障，市民可以尽快找到

责任单位。

资料 4

2012 年 3 月 27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1+1”节目专门就 3 月 22 日长沙女孩落井时

间进行了讨论。



白岩松：发生在湖南长沙的这起事件不是鼓励的，往回倒几年的话，几乎每年都有类似

的事件发生，累加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同时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

个小小的井盖去世非常复杂，一个井盖有市政、供电、煤气、自来水、热力、广电、网通、

移动、电信、交警、公交、园林等 15 家责任产权单位，这还是一个媒体报道的，有的地方

可能会略多或者者略少，但是“多龙治井”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某：常识的“3.22 事件”我一直在

关注。据估计。井盖有可能存在设计的问题，如排水能力的预测不足，也可能是因为施工过

程监理、验收不力，井盖移位、丢失，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和补救处理。从长沙窨井坠人事件，

包括时有发生的其他地下管线安全问题，我认为更能够进一步地暴露出我国城市地下管线管

理层面上存在的严重缺失或问题。我曾多次呼吁加强监管和责任落实，采取必须的技术措施，

改变传统落后的管理方式，不至于出现事故陷阱、隐患。

白岩松：李秘书长，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的面子越来越漂亮了，我们地上的建筑越来越

漂亮，但是里子和地下非常的让人担心，老化，欠账很多，您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害怕

不害怕、担心不担心？

李某：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跟大家一样，我一直在行业内呼吁，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我

们看得见的工程，更应该关注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直接关系我们城市安全、城市人民生活、

生产安全的地下管线问题。

白岩松：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面子的事能不能慢一点，里子的事能不能快一点；地上

的事能不能慢一点，地下的事能不能快一点。不过长沙这个时间发生之后，很多城市在想办

法，我们首先应该去解决什么样的事情

资料 5

据中新社报道，自 2012 年 2 月份以来，没过纽约的布朗克斯、布鲁克斯、皇后去等地

共有 30 多个井盖遭窃，在路当中留下乌溜溜的黑洞，甚是危险。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一

名负责人表示，估计窃贼将这些井盖当做废金属出售了。该公司引述一些目击者的话说，一

些身穿工作服模样但无明显标志衣服的人员用千斤顶讲井盖撬开后装车带走。报道同时指出，

在纽约地区可能有个 有关井盖的黑市存在。3 月份，纽约警方就曾经拦截了一辆车，车内

2 人涉嫌盗窃 8 个井盖被起诉。

2013 年 3 月 28 日大河网：去年 3 月份，许昌市文化路一窨井盖丢失，导致一路人被

摔伤。许昌市及周边县市连接发生窨井盖被盗案，一夜之间，原本好好的窨井盖消失得无影



无踪。许昌警方接连接到群众报案后，觉得将盗窃窨井盖系列案定位督办案件，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专案组办全力侦破。专案组民警经过排查，最终锁定嫌疑人作案用车为一辆黄色面包

车。3 月 23 日，民警将嫌疑人蒋某抓获。在证据面前，蒋某如实供述了伙同王某、李某等

人多次在许昌市区及周边县市交叉作案：该团伙在短短 3 个月内，先后盗窃 200 套窨井盖，

涉案价值 14 万余元。法院认定，首犯蒋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

处蒋某有期徒刑 10 年，另有 9 人也因不同罪名被判 2 至 3 年有期徒刑。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窨井盖频繁被盗是困扰城市的顽疾，果如仅仅以盗窃罪来处理，很

多道茄子压根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这样不利于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面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起点刑是 3 年，从这个角度看，许昌魏都区法院的判例有利于严厉打击偷盗窨

井盖的行为。

资料 6

在大多数市民的认知中，“下水井盖”几乎是所有城市井盖的统称，事实上，这样的说

法并不准确，由于产权单位和用途不同，银川市的井盖多达十几种，涵盖市政、自来水、中

水、通信、广电、电力、天然气、企业等多个部门，而这几乎是所有城市面临的状况。近期，

银川市发生井盖丢失造成的市民受伤事件，井盖管理的话题再度升温。银川市市政管理处监

察大队杜队长说，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步完善，从井盖本身到井盖管理，都会逐渐完善，而所

谓“无主”井盖也越来越少。他说，以往银川市每年都会发生十几起井盖丢失造成的事故，

但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随着市民认识程度的提高，很多市民都会第一时间找到井盖权属单

位，“很多单位为了区别井盖权属，还会采用不同的颜色。”如果井盖丢失后，市民可以通过

井口的铭牌来辨认权属。

2013 年 3 月 27 日，河北新闻网刊发的《我省多市启动“补盖”行动》的报道引发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专门转发了报道，并向全省网友发出

开展“问题井盖”随手拍活动的倡议。倡议中说，为避免“落井女孩”的悲剧再次上演，请

大家一起随手拍下街头的“问题井盖”，该微博将派工作人员进行整理并反馈至各地城市管

理部门，尽快协调维修。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省各界和网友们的热烈响应。3 月 28 日，石家

庄市容考评办在全省率先行动，动员全体市民共同加入“随手拍”活动，迅速得到省会市民

的积极响应。同时，其他各地网友也纷纷主动加入到“随手拍”活动中来，积极“举报”身

边的危险窨井。据不完全统计，仅 28 日一天，网民反映的“问题井盖”线索已达百余条。

与此同时，为预防窨井带来的潜在风险，石家庄市城管委今日全面启动城区道桥维修工



作，对市区 2812 处道路病害进行维修的同时，对出现沉降、破损的窨井进行清理维修。而

在秦皇岛市，窨井管理办法已经起草完毕，正在进一步修改，近期有望出台，同时，城市管

理局应急处置中心也加大了对排水、供热、供气等窨井井盖的排查，暑假还将协调电信、电

力等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针对上述诸多做法，有专家认为：一座城市，看的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是里子。

在这一路走来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大多数城市建设者，各埋各的管，各挖各的道，并

且今天埋了的，明天重挖再埋，许多部门把地下糟蹋了，最后连个设计图都没有留下来。这

种急功近利、低成本的建设，已经给后人留下一个花巨资也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近年来，我

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我们的城市，楼房越来越高，市容越来越漂亮但地下管网却越来越脆

弱。这类基础设施工程，往往是利在千秋，功却不一定在当代，是看不见的民生问题。如何

关注窨井这个貌似小细节却关乎公民生命的大环节？杜绝窨井吃人，需从技术方面加以考量，

更须从提高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更须科学的制度保证。技术再先进，

公众参与再广泛，如果不从细节和制度上防范悲剧，捍卫生命的尊严，吃人案例便不会消失。

资料 7

城市名片是城市形象的象征，承德的外八庙、景德镇的陶瓷、北京的故宫、上海的东方

明珠……都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线。在日本，下水道的井盖已经成为鲜明的城市名片。19

世纪 50 年代末，日本东京的工程师改善了井盖的表面纹路，增加了一些凹凸图案设计，这

样既增强了表面摩擦力，又更美观。不同的花纹还有利于明确各行政主体的管辖范畴。市和

区、町各级别政府管理的下水道，在井盖上分别采用市花、区花、町花，一旦需要维修，立

刻就能识别责任主体。如果是私家用地的地下水道，则会在井盖上标有“私”字，以示区别。

最近，一些地区还在井盖上装有卫星定位系统。

德国是个水灾频繁的国家，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德国人痛定思痛，不断改进下

水道。对于下水道井盖，德国人从设计到管理都做了周密的考虑。如：对井盖和井口的配合

公差之精密和严格，需要使用块规(厚度精确的长方形金属块，是用来检验工件长度的工具)

来计量，保证了井盖在汽车反复碾压下不变形、不破碎、不产生噪音。

为保证安全。德国一些地区将井盖等公共设施“承包”给附近的居民，居民们义务帮助

照看，有损坏时随时报告给市政部门，市政部门了解问题后，若再出现市民安全事故，按照

德国法律，市政部门就得负起法律责任；在修补下水道期间，市政部门会在警示标示到达之

前，由穿着发光警示服装的市政工人拿着手持式警示牌站在下水道边指导行人，以免行人不



小心落入水井；在维修期间，事故水井周边要围起三道“防护墙”：第一道“墙”直接用红

白相间的警示带围住事故点，第二道“墙”则是 1 米高的厚重的立式栏杆墙，第三道“墙”

则是在人行道前后两边竖立起警示牌，表明“前方水井损坏，小心落井”，甚至对人行道旁

的机动车道也实施不超过每小时 30 公里的限速。

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立法在归责原则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大都

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其他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也称无过失责

任，是指当公共设施致害时，只要是发生了实际损害，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不闻行

政机关及公务人员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如在美国，不论水、电、气、污染、交通及电信，

地下通道的管理统一归市政一家。如果出现问题，责任完全在市政。2004 年，一名纽约市

民在遛狗时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带点的铁质井盖而被意外电死。事后，纽约市长称，负责该井

盖的统一爱迪逊公司对这起悲剧负有直接责任，但市政部门也应该配合该公司保证井盖的安

全。

为提高井盖的安全系数，纽约市环保局 2012 年宣布将在市内数十个下水道井盖下方安

装电子监视器。目前，昆斯区和布鲁克林等地的 21 个下水道枢纽正在安装电子监视器。

此外，许多国家为避免行人误入窖井，有关部门会通过各种媒体向民众宣传安全常识：

(1)遇到路面积水，尽量绕行，不要淌水；(2)遇到安装不牢靠的圆形井盖，尽量迈过去，不

要踩过去，更不能踩在井盖上跺脚，那样是很危险的！而一旦落井，需要按照下述方法逃生：

(1)找到某种光源；(2)站直身体前行；(3)等到深夜行动；(4)向“上游”移动。

资料 8

150 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曾在《悲惨世界》中发出“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的感

叹。作为城市的良心，井盖作为城市的名片，既是检验城市公共安全和公民幸福指数、城市

是否宜居的重要尺度，也是检验城市管理者有无智慧和人本情怀的重要尺度。良心是一种责

任，良心更须一种行动。修补井盖，就是修补良心；关注地下排水系统这种隐蔽的“形象工

程”，就是关注老百姓翘首以盼的民心工程。

2013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认为：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

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

真正源头。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

“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



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

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亮丽，地下炎症不断，直到拖得转成

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文章认为，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

原因就在于：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在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

了一种短视的行为；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

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文章指出，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

或是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考核办法。有不少市长，

因为大水淹死人而被问责，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不见的

民生工程也应该纳入考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深度等具体标准，确立阶段性目

标，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作答要求：

根据材料 5，分析说明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好处。（20 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不超过 200 字。

给定资料：

5、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

利用为目标，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方式运行的一种经济模式。以下是化溪县发展循环经济的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一家造纸厂污染一条河”，这是人们对造纸企业的固有印象。而相对于木浆造纸，传

统草浆造纸高污染和高耗水的程度更是令人咋舌。“不要用草类制浆，用商品木浆和废纸制

浆”几乎成了森林资源匮乏地区造纸企业的普遍选择。然而，林全纸业却“偏执地”发展秸

秆造纸。

林全纸业的考虑是，我国是农业大国，适合制浆造纸的稻草、棉杆、玉米秸秆的年产

丰富，化溪县在此方面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在提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草浆

造纸逐步取代木浆造纸才是趋势。

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全纸业从提高废水处理水平入手，引进、吸收、升级国际领先技

术，研发出了新的废水处理技术。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的努力，便将污染严重超标的废水治

理达标，还提高了废水日处理能力，满足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

在不断加大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林全纸业还研发了非木纤维“置换蒸煮”制浆新工艺、



秸秆清洁制浆技术和环保型秸秆本色浆制品技术等，在改善纸浆质量使之优于阔叶木浆且大

幅降低制浆成本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吨浆、吨纸的水耗、能耗，降低了制浆废水中化学需

氧量的负荷。目前，林全纸业的废水排放不但大大优于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即使用更为苛刻的美国、欧盟标准来衡量也已经毫不逊色。

林全纸业围绕秸秆制浆造纸这一过程，还研发了制浆废液沼气化技术和喷浆造粒生产

有机肥技术，真正做到了“一草三用”：采用秸秆等农业非木纤维原料中的纤维素生产纸浆、

纸制品，用秸秆中的低糖类物质生产沼气，利用沼气渣生产有机肥料，建立了资源循环链条。

他们还收购工业废氨液进行自备电站锅炉的烟气脱硫，生成亚硫酸铵回用制浆过程，实现了

企业与社会资源的“大循环经济”，自身也从“废物资源化”中受益匪浅。

通过主动创新技术，林全纸业已经从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成长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

以造纸业为主的大型集团。

案例二：

目前，很多地方的水泥产能都严重过剩，化溪县境内的不少水泥厂也在亏损。随着华

荣集团以电力、水泥、啤酒为核心的三家企业在化溪县相继建成、投产，化溪循环经济产业

链初步形成，华荣水泥厂去年反而实现了一个多亿利润。华荣集团总经理崔先生认为，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循环经济下的协同效应。

水泥厂在两年前投产后，开始使用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和炉渣，每年节约

1200 万元左右。现在电厂每年从水泥厂采购石灰石粉，水泥厂一年还可以在这里赚 300 万

元。



啤酒厂使用电厂提供的蒸汽，节约了另建锅炉房、从水库铺设原水管道、建设污水管

网等投资 2000 万元；由于啤酒厂不用单独设立煤场，还节约了至少 30 亩土地；运行上，

也没有了锅炉房煤渣处理、烟尘处理，以及原煤消耗、烟尘排放等。啤酒厂每年产生的 80

万吨中水，直接供给电厂作为循环水的补充，节约了水资源。

啤酒厂如果单独处理硅藻土、生活垃圾，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就近拉到水泥厂，进

入高温炉窑就轻松消灭了，每年节约的处理费用至少 300 万元。

当然，这些不过是众多协同效应中的一小部分。在华容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每年由于

协同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要以数亿计。

“没想到能产生如此大的经济效益，没想到 3 家合作如此和谐，没想到发展如此快速。

一家有什么需求，随时告诉对方，比如车辆、餐厅使用等。电厂男员工多，有很多在啤酒厂、

水泥厂找到了另一半，这也是一种‘内部协同’。”啤酒厂总经理罗先生说。

崔先生感慨：“3 厂必须配合，协作。没有水泥厂，电厂无法满负荷发电，没有电厂，

水泥厂、啤酒厂也不会建在这里。”

现在，华容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已经形成了内部的小循环和 3 个协同企业之间的中循环，

这还只是工业领域的循环。未来，华容还要将啤酒厂的酒槽等用于养殖、种植，实现工业与

农业的对接，并且纳入风力发电、燃气等产业，逐步扩大循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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