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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一级广告企业

⇩综合服务类

河北春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槐中路与富强大街交口

西南角怀特商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田春玲
电话：0311-85819390
石家庄都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广安大街77号安侨商务1201
法定代表人：赵国红
电话：0311-85118828
石家庄市中仁广告艺术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体育北大街56号华药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宏宇
电话：0311-85260677
河北领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南大街29

号众鑫大厦919
法定代表人：吴熙康
电话：0311-86051313
保定海逸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副213号
法定代表人：王娜新
电话：0312-3330355-811
保定市蒲公英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高新区锦绣街658号B座

2单元3层
法定代表人：刘玮
电话：0312-2150000
保定市同人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时代路56号807室
法定代表人：林春雷
电话：0312-5996887

保定分众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锦绣街658号综合车间
法定代表人：田文平
电话：0312-3114567
保定蓝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北二环5699号大学科技

园研发中心主楼404室
法定代表人：陈旭然
电话：0312-3125222
唐县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唐县中山北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高海强
电话：0312-6416899
保定市目标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高新区盛兴东路东廉良小

区3栋1号
法定代表人：要国藩
电话：0312-3166663
沧州市狮城霓虹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解放中路城建开发

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王冬梅
电话：0317-2083266
石家庄广思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223号中浩

商务楼8E号
法定代表人：王恭华
电话：0311-89108882
河北聚势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265号

汇景国际2-1-1804
法定代表人：次仁峰
电话：0311-67660806
河北远航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桥西区工农路300号13

栋2单元602
法定代表人：刘相男
电话：0311-83012003
廊坊市速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60号学府

住宅小区2-2-102
法定代表人：宋思思
电话：0316-2199802
大城县盛迪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大城县廊泊路西侧金玉源小区门

口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铁军
电话：0316-5527880
河北时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新世纪步行街第五大街乡

村别墅七栋
法定代表人：宋澎
电话：0316-2191616
唐山七月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唐山市高新区龙泽北路大陆阳光

425号
法定代表人：郑怀友
电话：0315-5068911
唐山市公共交通广告公司
地址：唐山市站前路丁家屯车场
法定代表人：李明铭
电话：0315-8738606
河北天马星宇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和平东路260-1福源大厦

西座24层
法定代表人：王文平
电话：0311-86698011
河北腾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长安区育才街58号开元

花园B1-2-1502

法定代表人：李少峰
电话：0311-67303678
河北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大街131号

怀特文化大厦12层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志刚
电话：0311-88876001
承德红宝石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承德市西大街二牌楼小区1号底商
法定代表人：徐素燕
电话：0314-2282009
承德市永聚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小北沟（银泰开发

5-710）
法定代表人：姜树强
电话：0314-2515526
承德市中达广告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承德县文化中心底商
法定代表人：郑国民
电话：0314-3019234
承德市红苹果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承德市双桥区长安小区9栋101号
法定代表人：孙加林
电话:0314-2151141
承德科海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承德双桥区帝景园大厦2103室
法定代表人：候新民
电话：0314-2076417
张家口圣源广告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口市高新区市府西大街3号

财富中心3号楼5层42
法定代表人：马威
电话：0313-2015678
张家口国美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口市宣化区柳园北街2号院

（南区3号院3单元4层）
法定代表人：崔晓春
电话：0313-3023183
河北消费广场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第六大街东4-1-

405
法定代表人：郭文君
电话：0316-2032588
河北广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761号

乾源B区1-1102室
法定代表人：周学兵
电话：0318-2100927
承德市公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承德市双桥区紫晶花园小区A

座-105-205
法定代表人：姜立新
电话：0314-2152555

河北省二级广告企业

⇩综合服务类

迁安市达辰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迁安市万佳路金水豪庭小区C段

19号1层
法定代表人：郎志军
电话：0315-7605051
迁安市一凡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迁安市迁安镇东关村新泰巷320号
法定代表人:黄菊玉
电话：0315-7686058
迁安市艺龙时代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迁安市迁安镇昌盛路949号
法定代表人：马永强
电话：0315-7692222

河北省广告企业资质认定公告（第七号）

2017 年11月13日，河北省广告协会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此次会议认定河北省一级广告企业33家，二级广告企业3家，此次被认定的
广告企业资质等级有效期为2017年11月13日至2020年11月13日。现予公告。

在完善“地沟油”处理的闭环方面，上海的经
验值得借鉴。

首先，在“地沟油”产生源头，规范源头定向送
交。该市将餐饮服务单位安装和使用油水分离器、
餐厨废弃油脂处理作为申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基本条件，加强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台账和追溯体系以及落
实索证索票责任的监管，督促其向指定的收运单
位送交餐厨废弃油脂。

其次，在收运阶段，强化收运管理。由绿化市容
部门确定 18 家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位，收运车辆
264辆，经培训合格收运人员540名。以“四个统一”

（统一收运车辆并安装GPS、统一收集容器、统一作
业服装、统一持证上岗）规范收运队伍管理，委托该
市市容环卫行业协会组织开展收运人员上岗培训
教育，每年组织实施收运单位年度评议工作。

第三，在处置阶段，加强处置监管。绿化市容
部门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2 家餐厨废弃油脂加工企
业为生物柴油的处置单位，落实对处置单位的第
三方监管，由市废管处实施驻场监管，由第三方计
量单位实施称重计量监管，委托油品检测部门实
施生物柴油品质监管。

第四，在流程管理上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
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全程实时监管的电子信息化
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以及收运处置流向和
数量的实时监控。严厉打击违规收运处置“地沟油”
行为，各区将餐厨废弃油脂非法处置等纳入城市网
格化管理，加强日常巡查，并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不少发达国家对“地沟油”的处理也有各自的
“高招”。

在日本，按照法律规定，餐馆、食品加工等企
业产生的废弃食用油被划入产业废弃物范畴，企
业不能随意排放或卖给不法分子，而需要冷却过
滤后，装入专门的容器内交给正规的专业回收公
司并与之签订书面合同。一旦发生类似“地沟油”
的废弃食用油流入市场，除了法律严惩外，肇事企
业将从此破产倒闭并很难翻身。

美国则对再生能源公司给予相关税务优惠，
许多地区都有再生生物柴油加油站。需要公司回
收“地沟油”的商家或家庭，都可以到公司网站注
册，公司将派人负责安装回收设备。当回收箱满之
后打电话或网上登记，公司就会派车回收。

德国餐馆处理废弃油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存在于剩饭剩菜中的废弃油脂，这些垃圾必须
专门包装好，并由有资质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另
一种废油会随着污水排出，在餐厅的地下室装有专
门的油水分离设备。餐厅每天产生的所有泔水通过
管道流入该设备，经过沉淀、分离等六道程序，油脂
分离出来并存储在容器中，最后同样由具有资质的
公司统一回收，一般两到三个月清理一次。具有资
质的废油回收公司还会在回收时标明时间、地点、
数量、种类并贴上条形码，以便追踪废油去向。

整理/记者 袁伟华

□记者 袁伟华

吃不饱——正规处理企
业“无油下锅”

辛集市天宫营工业区一个偌大的厂
房内，只有一条“地沟油”处理线正在运
行。这批原料用尽，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到位，全厂的生产线或将又一次
暂停。

这是记者近日在河北金谷油脂科技
集团生产车间见到的场景。

这家并不为公众所熟悉的企业，在行
业内却颇有名气。该企业可以年处理废弃
油脂近15万吨，能转化出13.5万吨生物
柴油和无毒无害增塑剂等新型产品。

金谷集团董事长赵汇川介绍说，如
今企业主打产品生物柴油不仅在国内旺
销，而且已经通过欧盟质量认证，批量出
口至德国、西班牙、英国、瑞士等。

“‘地沟油’是生产生物柴油的重要
原料。在上海，地沟油通过资源化利用
最终转变为生物柴油，供公交车、环卫
车使用。”赵汇川说，在餐厨之余会产生
大量的废弃油脂，一般被笼统地称为

“地沟油”。
2005 年，金谷与清华大学、四川大

学、河北科技大学、江南大学等展开合
作，投资2000多万元上马以“地沟油”为
主要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项目。

但就是这样一家可以将“地沟油”资
源化利用的企业，却一直面临着“无油下
锅”的窘境。

起初，为了收集餐饮企业的“地沟
油”，金谷曾在辛集本地一批餐饮企业内
安装了油水分离器装置，最多的时候，一
个月可以回收 20 至 30 吨“地沟油”。可
现在，不少油水分离器都废弃不用了，每
个月只能回收10至15吨。

“目前我们日处理‘地沟油’的能力
是 500 吨，但日均处理量只有 200 吨左
右。”赵汇川说，无奈之下，企业到外地去
收购原料。如今，他们的回收范围已扩展
至 15 个省份、53 个大中城市，“地沟油”
原料最远来自新疆。

有一次，他们的回收车还引起了当
地监管部门的注意：“跨省收运‘地沟
油’，是不是用到了非法领域？”

直到对方千里迢迢跟着回收车来到
厂内，看了生产线，才放下心来。“监管人
员走的时候说，你们守着京津冀这么大
的消费市场，咋还大老远跑到我们那里
去收油呢？”赵汇川说，“一句话问得我哑
口无言。”

不只是金谷，今年 6 月份，赵汇川召
集了一次行业会议，各企业都面临原料
难题。业内人士估算，全国每年产生的

“地沟油”只有 40%进入正规的处理企
业。大量拥有先进处理技术和处理能力
的正规企业因收不到足够的原料，“饥一

顿饱一顿成了常态”。

抢不过——暴利之下“李
逵”斗不过“李鬼”

11月12日，占地200多亩的金谷厂
区显得有些安静。赵汇川带记者走进一
个“地沟油”处理车间，三位技术人员在
控制室内监控着全自动生产线的各项
参数。

“订单排着队，手里却‘无油下锅’，
这是什么滋味？”赵汇川走出车间，看着
另外几条停产的生产线直摇头。

生产线“吃不饱”，是不是因为市场
上的“地沟油”原料不足？

“绝对不是。以石家庄为例，全市一天
可以产生30吨‘地沟油’。照此推算，整个
华北地区一天得有多少‘地沟油’？更何况
还有京津两个大城市。”赵汇川说。

是不是因为收购价格太低？
赵汇川说：“收购价格都是随行就

市。我是搞生产的，价格压得再低，也不
会弄到企业总是停产的地步。”

是不是处理能力和技术工艺不行？
赵汇川说，以目前的工艺，收购回来

的“地沟油”，经过除杂、脱水、甲醇反应、
硫酸催化等步骤，可以制成生物柴油，利
用率达 92%以上。而且，通过对生产设
备和生产工艺大胆改造、嫁接，他们又开
辟了一条用“地沟油”生产环氧脂肪酸甲
酯的新路。

“‘地沟油’到了我们这里，可以转化
成生物柴油，还可以提取环氧脂肪酸甲
酯，原料油渣被生产成沥青，相当于把

‘地沟油’完全吃干榨净，不仅不会回流
餐桌，还可以变废为宝。”赵汇川说。

有这么好的技术，又有如此充足的
处理能力，为啥回收不到原料油呢？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抢不过靠暴利
支撑的黑色产业链。”赵汇川一语道出
根源。

赵汇川说，实际上，“地沟油”大致分
为三类：一是餐馆饭店反复煎炸食品后

的油脂和火锅油；二是固体餐厨垃圾中
所携带的动物油脂和植物油脂，俗称“泔
水油”；三是餐饮单位清洗过程中流入地
沟被打捞起来的油脂，这也是“地沟油”
这一称呼的来源。

所谓黑色产业链，即“地沟油”通过
某些非正常渠道重回食物链。

业内人士透露，“地沟油”进入食物
链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复炸油、火锅油等
重返餐桌，有的只添加新油反复勾兑使
用，有的作为调馅用油，有的简单处理后
当作食用油高价出售。另一种是固体餐
厨垃圾中所携带的动物油脂和植物油
脂，大部分做了饲料。

赵汇川介绍说，“地沟油”的黑色产
业链由来已久，产、供、销已成体系。他给
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地下作坊收购到“地沟油”，经过沉
淀、过滤、脱水、脱色、脱味就可再次销售。
目前“地沟油”收购成本每吨 4000 元左
右，加工成食用油销售每吨6000元左右，
每吨约2000元的暴利。

高额回报让不法企业不断提高“地
沟油”的收购价，正规处理企业收购成本
越来越高，越来越吃不消，“李逵”反倒斗
不过“李鬼”了。

赵汇川回忆说，2006年前后，市场上
作为原料的“地沟油”收购价在1700元/
吨，正规企业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产成品
有1000多元的利润。到后来，收购价一度
暴涨到每吨5000多元，企业每生产一吨
生物柴油就要亏损1500元至1800元，国
内很多生物柴油厂家都倒闭了。

管不严——“地沟油”处
理需“全程闭环”

11月10日，石家庄餐厨垃圾处置中
心的一辆餐厨垃圾收运专用车，驶回预
处理车间。在这里，来自石家庄市主城区
2200家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厨余垃圾，
将被进行全程封闭的无害化处理。

记者看到，收运垃圾进入生产环节

后，首先将一次性餐具等无机质分拣至
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其后经油水分离产
出工业用粗油脂，剩余物质进入厌氧发
酵、脱硫提纯环节最终产出压缩天然气，
发酵后的沼渣经过脱水、堆肥后产出有
机肥、液态肥等产品。

石家庄餐厨垃圾处置中心项目运营
方、驰奈威德公司总经理孙树群说，厨余
垃圾中废弃油脂率大概在 1.8%至 2%左
右，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工业用粗油脂，可
以被金谷这样的企业用作原料。

据介绍，石家庄对从事废弃油脂收
集、加工、销售等活动进行行政许可管
理，按月统计废弃油脂的种类、数量和去
向，并经常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其核心就是实现产、收、运、处全程
闭环管理。”孙树群说，目前来看，这个闭
环的关键在于收运和处理阶段。

石家庄市按照“先大型后小型、先连
锁后个体”原则，累计签约收运餐饮单位
2200 余家，日收运餐厨垃圾最高时为
212 吨。从运行情况来看，小餐馆、小饭
店是收运的难点。

“有些餐饮企业，不愿意把餐厨垃圾
免费交给回收企业，因为卖掉的话，一年
可能有十几万元收入。”孙树群说，石家
庄市城管、市场监督、环保等部门曾联合
对部分餐饮单位餐厨垃圾集中收运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两个月中，查处、劝离非
法收运行为上百起。

回收不充分，是“地沟油”处理闭环
上的一个缺口。

另一个“漏油点”，则在“地沟油”处
理阶段。

赵汇川表示，目前对“地沟油”的工
业级处理一般用作生产肥皂、生物柴油
等，有些处理企业不能自证合理用途，有
将“地沟油”流向食品行业的可能。

他认为，“地沟油”要由有资质的正
规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这
些企业要与正规的、有资质的“地沟油”
回收单位签订供销合同，并建立台账，归
档备查。“而且，正规处理企业不应与食
品企业有所关联。”

除了上述两个“漏油点”，有业内人士
指出，对“地沟油”的多头管理也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监管衔接不畅。当前，涉及到“地
沟油”产业链条的监管部门有食药监、环
保、住建和城市管理多个部门，“容易出现
人人都管，却都管不到位的情况。”

今年 9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提出，要加强源头管控，强化监管执
法，严控餐厨废弃物流向，严控油脂加工
原料来源，严惩制售“地沟油”违法犯罪
行为，严防“地沟油”回流餐桌。

孙树群希望，多部门联合统一加强
监管，将餐厨垃圾回收纳入综合执法体
系，制定出台餐厨废弃物处置前端管理
条例（如强制垃圾分类），提高后端处置
效率和质量。

国内外“地沟油”
治理探索

阅读提示

相 关

国家发展改革委不久前宣布，从今年 11 月 1 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停止销售硫含量大于 10ppm 的普通柴油。而同时，一
种由“地沟油”制成的B5生物柴油在上海向社会正式投放。这
也是国内首次“地沟油”制柴油进入成品油终端销售市场。

在我省辛集有一家企业，也可将“地沟油”处理成生物柴油
等产品，变废为宝。

但尴尬的是，十几年来，这家企业却一直被原料缺乏的问
题所困扰，甚至跑到了大西北去收购原料。

“地沟油”再生，哪个环节“漏了油”

石家庄市驰奈威德公司餐厨垃圾收运专用车。 记者 史晟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