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暗管管一一排排废废水水，，半半个个河河面面都都浑浑了了
莱山区一塑料颗粒加工厂偷排，环保局今约见法人代表

见习记者 聂子杰

“莱山区马村有
一家黑塑料加工点，
偷偷地向旁边的河
里排放污水。”近日，
有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反映，这家黑作坊
式的塑料颗粒加工
点已经开工一年多，
每天都在非法使用
暗管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排向旁
边河道，刺鼻气味让
人难以忍受。16日、
17日，记者两次来到
该加工点进行调查。

17日，该加工点
排放废水时，被莱山
区环保局的执法人
员抓了现行。据了
解，该加工点还涉嫌
无证经营，环保部门
将联合工商进行联
合执法。

暗管排放废水，被执法人员抓了现行

4月16日晚记者来到马村西
边，发现了这家连厂名都没有的加
工点，东西两个院子分别堆满了废
旧编织袋，东院中还有一个很大的
污水池。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左
右，但加工点仍在生产中，机器的
轰鸣声在深夜中显得格外刺耳。

借着月光，记者看到加工点的
院子中污水横流，环境恶劣。由于
光线条件较差，记者并没有找到市
民反映的加工点排污口的位置。

17日，记者根据市民反映和
已掌握的情况，向莱山区环保局
进行了举报。了解情况后，莱山区
环保局当天即组织监察大队科长

林良友会同记者再次前往莱山区
马村调查情况。下午2点15分左
右，当记者一行人到达时，刚好遇
上加工点向河内排废水，黄色的
水不断从河底的暗管中涌出，几
乎覆盖了大半个河面，并散发出
类似熔化塑料的刺鼻气味。

而仍在生产的加工点内的环
境更加严重，大量的废旧编织袋
像小山般堆放着。这些编织袋被
粉碎后进入一个十余米长的水
池，再经过多个铁爪模样的转轮
搅拌和清洗，废水就是在这一过
程中大量产生，并排入东院的污
水池中。

涉嫌无证经营，环保工商将联合执法

调查过程中，经营者拒不出
面，现场工人也都刻意逃避执法
人员的问题，使得调查陷入僵局。

“这个黑作坊我们之前查处
过一次，是因为在搬迁过程中没
有办理相关的环评手续，已经要
求限期整改，现在他的手续应该
还没办下来，在这期间应该是禁
止从事任何加工行为的。”林良友
介绍，这种情况属于无证经营，环
保部门进行查处后将转交给工商
管理部门进行后续的处罚。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工商管理

部门，莱山区工商局也在第一时
间派出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了解
情况并进行调查后，工商局的执
法人员告诉记者，将进一步核实
情况，并向法务部门确认适用的
法律，之后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会同环保部门联合执法，对该加
工点进行查处。

据了解，环保局执法人员已
经向该加工点的实际经营者下发

《约见法人代表通知书》，要求相
关法人代表于18日前往莱山区环
保局接受调查。

搭搭平平房房开开菜菜园园，，防防护护林林变变““开开心心农农场场””
幸福海边防护林乱搭乱建严重，林业部门将进行集中整治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菲菲) 小树林里搭平房，盖

上厕所，旁边还开块菜园，周围
不时有鸡等家禽在转悠，再走走
还有大片死掉的树木和大堆的
垃圾……日前，不少市民反映幸
福海边防护林遭到违章建筑和
垃圾的破坏。17日，记者采访了解
到，林业部门已收到相关投诉，
打算在5月底展开针对违章建筑
的集中整治活动。

17日上午，记者根据市民反
映的情况，来到幸福八村和幸福
九村海边的防护林。在幸福九村
的防护林内，绿色的松树之间时
不时有鸡鸭等家禽来回溜达。透
过外层树木可以看到，里面堆放
着各种木板、纸壳等杂物，还有
一部分被细网圈起来做鸡圈。再
往前走，可以看到防护林搭建的

几处平房，平房通往防护林外还
铺了小路。

而在幸福八村海边，最外层
由柳树组成的防护林只剩了几
十米，其他地方都被盖上了房
子。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外层的
防护林是由山川柳组成，主要为
了抵御海浪，已经栽了五六十年
了。随着海潮渐小，海边有一大
片防护林都被搞养殖的厂子取
代。

柳树往里是由松树组成的
防护林。记者看到，这些防护林
里面有大片树木都枯黄了，树木
下堆满了生活垃圾，还有的树被
砍伐，只剩下树墩。防护林中的
部分空地被人圈起来养鸡。还有
一大片地方被盖了房子围上院
子，在里面种起了菜，原来的树
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居民不
知道这是防护林，以为就是海边
种的普通树木。也有居民知道这
几片树林是防护林，也知道是用
来抵御海潮的，却认为烟台的
海潮小，没有防护林海浪也对
房屋形不成威胁。但不少居民
认为，作为天然屏障的防护林
应该被好好保护起来，不应容
忍破坏树木乱搭乱建及乱向防
护 林 里 面 倾 倒 生 活 垃 圾 的 行
为。

对此，负责幸福海边防护
林的芝罘林场有关负责人肖先
生告诉记者，海边防护林中是
不允许盖房子的，林业部门收
到过类似投诉，也联合其他部
门前去查处和制止了不少，但
仍有人趁着他们不注意侵占防
护林。18日他们将派执法人员去

现场查看是否有乱砍乱伐现象，
一经查实，会对砍伐防护林的人
进行罚款，并要求其补栽。此外，

在5月底，执法人员会集中力量
查处防护林乱搭乱建的情况，拆
除违章建筑。

17日，记者再次来到加工点，发现东院的污水池肮脏不堪。
见习记者 聂子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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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防护林里有人开菜园，还有人盖起房子。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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