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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滨湖镇陈宏楼村东北方向田间地头的一片场地上,有人专门收购塑料垃圾
进行加工,最后炼制成柴油半成品向外销售。工厂虽然设在田间地头,与村庄相距一公里
左右,但居民们依旧关心居住环境是否受到影响。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当地居民向工商
部门反映,希望查明该工厂是否存在非法炼油的行为。记者深入黑作坊，经过谨慎暗访
将其问题暴露无遗。经当地镇政府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对非法生产的作坊进行取缔，最
终被清除干净。

2012年3月27日中午,在当地
居民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滨湖镇
陈宏楼村东北方向一个偏远的
田间。当接近院子时,记者看到院
子里堆满塑料垃圾。几间房子、堆
积在院子内的塑料垃圾和煤炭、
停放的一辆铲车以及冒着黑烟
的两台锅炉 ,组成了这个简单而
没有院墙的开放式工厂。四名中
年妇女用工具摊晒着散发霉味
的塑料垃圾 ,一名男子不时地查
看锅炉的情况。

记者在交谈中了解到 ,每个
大桶能装300斤左右的“黑油”,到
达一定量后 ,工人会将桶内的油
抽到旁边的大罐内。“旁边这个大
罐,一次能装30吨。他们来拉货时,

再从大罐内抽过去。”
由于这个以塑料垃圾为原

料的加工厂位于村庄附近 ,并且

深处田间地头、靠近河沟边,附近
的居民对此非常不满。“这个加工
厂应该是春节前才开始生产的 ,

白天和晚上都加工 ,但因处于村
子的东北方向 ,冬季刮风时经常
闻到刺鼻的味道。”陈宏楼村的杨
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去田间干活
时,也要忍受着一股股的臭味。

2012年3月28日,滕州市工商
局执法人员来到该加工厂进行
调查,综合考虑,滕州市工商局滨
湖工商所执法人员现场查封了
相关设备 ,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
知书 ,要求该加工厂负责人到工
商所去说明情况 ,以最终确定该
如何处罚。当日下午,滨湖工商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工厂负责
人杜某下午4点左右已经到工商
所接受调查,执法人员对此立案。
杜某交代 ,该工厂原来是别人的

煤炭作坊,被查封后,杜某于去年
从山亭购买了生产设备 ,并于当
年阴历腊月开始加工生产。

2012年3月29日,为防止再有
人利用现有锅炉从事非法炼油
工作,滨湖镇政府相关领导、滨湖
工商所以及陈宏楼村村委干部 ,

来到非法炼油工厂 ,记者跟随来
到现场。记者注意到 ,有7名工人
正在分别拆除这两个锅炉、电线
以及其他设备。另外一名工人告
诉记者 ,这些锅炉都是用水泥砌
成的,完全拆除需要3天左右。

据工商所执法人员说 ,目前
已经确定该土作坊为无经营许
可证和营业执照,按照《无照经营
查处取缔办法》,工商所已将其取
缔,但是至于将如何处罚,需等杜
某交代清楚并经核实后才能最
终确定。

格新闻回顾

“黑作坊”事件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可是当今天再去回顾当时的连续报道，依
旧让人为之振奋。记者深入“虎穴”，与“黑
作坊”零距离接触，传达出的现场景象让
读者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
无任何牌照的“黑作坊”，每日竟然都在用
塑料垃圾炼制黑油，周边居民只能忍受着

股股恶臭。
除掉它！记者如战士般果敢英勇，走进

“黑作坊”进行暗访，联系相关部门现场调查。
出手迅速、步步紧逼，短短几日，这个困扰了
当地居民许久的“黑作坊”终于开始拆除了。

危害百姓利益，我们第一个说不。
（张旋）

◎小结

这一仗，打得漂亮

深深入入““虎虎穴穴””，，还还百百姓姓一一方方净净土土

牵牵线线搭搭桥桥，，不不让让柿柿子子烂烂枝枝头头
2011年10月，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的上百亩柿子已经成

熟。然而，看着一多半的柿子还挂在枝头，村民们却犯了愁。虽
然今年柿子长得好，但买家却比往年少了，柿子不好卖了。经过
报道，不断有市民和公司联系本报表达购买意向，缓解了柿农
的焦虑。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记者多方了解，为村民
提供解决办法。在方案甄选后，村民认为想要根治“柿伤”，只能
走出一条新路子。

2011年10月19日上午，记者来
到徐庄镇花山头村，在村边就可
以看到，山坡上的柿子树上挂满
了黄黄的柿子，很是喜人。走近后
记者发现，柿子的个头都很大，有
些柿子已经变软了，还有不少已
经掉在了地上。正在摘柿子的村
民老刘告诉记者，“最近一直没有
来收柿子的商贩，大家就一直没
摘。但如果再不摘，好多柿子就要
烂了。”

村民李得振告诉记者，由于
当地的村民家里多多少少都种
柿子，所以柿子在当地根本就没
有市场，价格再便宜也没人买，所
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卖给商贩。

“商贩什么时候来收柿子，我们就
什么时候卖柿子。”可今年，却一
直未有商贩来收。

记者随后来到徐庄镇最大

的柿子收购点山亭区晟源农贸
副产品收购中心，在收购中心附
近一条马路上，记者看到大量的
烂柿子堆在了路边。“今年谁收柿
子就是花钱买活干，谁干谁赔
钱。”收购中心老板刘红梅告诉记
者，近几年来，柿子的收购价格变
化不大，好柿子7毛，差的2毛，但
运费等成本增加了，贩卖柿子挣
的钱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商贩
都不再收柿子了。柿子的保质期
一般不超过5天，时间一长就会
烂，只能扔。

由于收柿子的商贩较少，柿
子收购价格较低，柿农宁愿让柿
子烂在枝头也不愿费力去采摘。
据统计，仅徐庄镇2011年收获的
柿子就有三成被扔掉，大约3万
斤。很多市民也想过，村里每年产
那么多的柿子，如果有一个好的

处理方式，不但能把柿子卖出，还
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益。但经
记者与村民的共同了解后，柿子
再加工的销售方式同样面临多
重困难。看到一些山区利用当地
的优势搞起了农家乐，并很受市
民欢迎，一些村民寻思着，徐庄很
多村子里有河流经过，加上山的
自然优势，以及柿子、核桃、板栗
等农副产品可多季节生产，能不
能也搞一个农家乐，让市民自己
去山里爬树摘柿子，体验这种生
活，为村民创收。

经过多次报道，不断有市民
和公司联系本报表达购买意向。
21日，顺风肥牛滕州店的老板王
琦带着员工从滕州赶到徐庄镇，
收购了1000多斤柿子。在本报的
联系下，又有6户村民在家门口把
柿子卖了出去。

格新闻回顾

◎小结

创刊三年来，记者的脚步走遍了城区、山村
的各个角落。尤其对于山村的百姓，他们的困难
我们也始终记挂在心。每值蔬果销售的旺季，他
们增产不增收的尴尬总让我们急在心头。

帮山亭果农卖柿子的系列报道，记者不仅

尽力帮助果农顺利度过了销售困难期，而且记
者借助媒体的力量，唤醒了许多民众的爱心，展
现了媒体宽厚而积极的服务态度。

记者的呼吁，抹平了果农紧皱的眉头。他们
的笑容，是给我们最好的馈赠。 (张旋)

您的笑容，是我眼中最美风景

今日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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