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廖雯颖 实习生 王世琪）

11日，省环保厅通报7月份全省
空气质量排名。上月所有内陆城
市蓝天数均不足半月，枣庄和威
海蓝天数减少最多，少了11天。
内陆城市菏泽表现亮眼，蓝天数
增加8天，PM2 . 5、PM10和二氧
化氮三项污染物同比改善幅度
均排名全省第一，其中颗粒物改
善幅度不少于30%。

7月份，“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能见度≥10公里）天数最多
的城市是青岛、威海和日照，均
为18天，除这三个城市外，其余
城市蓝天数都不足半月。最少的
是淄博，仅有2天。17城市中，只
有菏泽、潍坊、济宁和济南四个
城市同比蓝天数有所增加，其中
增加最多的是菏泽，增加8天，达
到13天。同比蓝天数减少最多的
是枣庄和威海，减少11天。

PM2 . 5浓度上，7月份浓度
最低的是威海，42微克/立方
米，最差的是德州，75微克/立
方米。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的是
菏泽，改善幅度达到30%。17城
市中，只有烟台出现同比恶化，
恶化幅度为-9 . 5%。

7月份，PM10浓度最好的是
威海，为64微克/立方米。最差的
是聊城，140微克/立方米。菏泽同
比改善幅度最大，为32 .3%，恶化

幅度最大的是烟台，为-15.9%。
二氧化硫7月浓度最高的城

市是淄博，71微克/立方米。最好
的是威海，13微克/立方米。同
比恶化幅度最大的是莱芜，达到
-75%。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的是青
岛，为39 .5%。二氧化氮浓度最差
和最好的城市还是淄博和威海，
淄博同时也是7月份二氧化氮恶
化幅度最大的城市。菏泽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为17.9%。

此前记者到王绪贵家中采访
时 ,他拿出装了满满一档案袋的
起诉材料,里面有起诉书、受理通
知单、公证书以及先前信访收到
的反馈材料和搜集的大量证据。

“之前连起诉书都不会写,现
在我都能帮别人打有关环境污染
的官司了。”王绪贵说 ,起初他是
从网上学习起诉书的格式 ,然后
找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咨询该案
起诉书该如何写。

王绪贵称 ,在得知案件受理
后 ,他曾找到多个法律援助机构
和多名律师 ,希望有人能代理此
案 ,当律师知道起诉对象是省环
保厅之后,均表示不愿代理此案。

“如果没人帮我代理,我就挺
起脊梁杆子自己上法庭。”王绪贵
当时的一句话如今应验，11日他
独自走上法庭。

本报记者 李晓东 赵磊

一听告环保厅

律师不接案子

本报济南8月11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王玉建） 11日上
午8时，在滨州市境内，架桥机将
最后一节轨排铺设在接轨点，标
志着德大铁路全线铺通。

德大铁路2010年5月动工，是
国家和山东省规划建设的I级单
线电气化铁路，正线全长256公
里，是山东省“四纵四横”铁路网
中“四横”之一德龙烟铁路的德
州至大家洼段，与龙(口)烟（台）
铁路共同组成德龙烟铁路。德大
铁路的顺利铺通，为德大铁路后
续动、静态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
了基础。

德大铁路

全线铺通蓝蓝天天白白云云，，淄淄博博上上月月仅仅两两天天
除青岛威海日照外，我省无一城市蓝天数过半

潍潍坊坊一一公公务务员员状状告告省省环环保保厅厅
诉称多年遭受隔壁厂房噪音粉尘污染，投诉百余次无果

庭审结束后，王绪贵补充反
映，先前省环保厅将问题转交给
潍坊市环保局处理，但是实际被
处理的是兴隆膨润土厂，而非他
投诉的法定代理人为王华春的
膨润土厂，这两个厂子比邻而
建，却并非一家。王绪贵提供的
兴隆膨润土厂的营业执照显示
投资人是王华聪。而王华春办理
的税务登记证上，纳税人名称是
汇华膨润土厂，注册类型是个体
工商户。“他们两个是兄弟，王华
春没有生产膨润土的手续，平时
应对检查都是借兴隆膨润土厂
的名义。”王绪贵说。

潍坊市坊子区环保局监察
大队称，兴隆膨润土厂有环评手
续，但是尚未通过验收就开工投
产。王华春则称，膨润土厂噪声
和震动都经过相关部门监测，结
果达标。他还带着记者走进厂房
介绍：“雷蒙锤已经包起来了，地
上有防震沟，这边还有除粉尘的
机器。”之所以环评没通过验收，
正是因为环保投诉。 本报记者

廖雯颖 赵磊 李晓东

争议>>

噪声和震动

环评达标没

王绪贵是潍坊市坊子
区一乡镇政府的公务员。
2004年，他搬家至九龙街道
涌泉村309国道边一处院
落。2011年，王绪贵家隔壁
院落的一家作坊式的膨润
土加工厂新增了一台雷蒙
机，与王绪贵家仅一墙之
隔。从此粉尘、噪声、震动等
污染升级，王绪贵开始向相
关部门投诉，但直到2014年
5月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王绪贵告诉记者，西邻
的膨润土加工厂之前虽然
有污染，但是规模小、离他
家远，加设雷蒙机后，夜间

开工产生的噪音、震动和大
量粉尘严重影响生活和家
人健康，“隔壁机器长期轰
鸣，把我家屋顶都震裂了。”

2011年，王绪贵开始向
潍坊市坊子区环保局、坊子
区工商局及当地派出所投
诉膨润土厂污染、没有取得
生产手续以及夜间施工扰
民等问题。据王绪贵回忆，他
同时也向潍坊市坊子区环
保局、潍坊市环保局、环保热
线等不断投诉，多达“一百多
次”。“投诉之后，膨润土厂在
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依旧照
常生产，家里落的粉尘有三

毫米多厚。”王绪贵说。
“问题一直没有处理，我

就向省环保厅递交了《请求
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2013年11月27日和2014年1月
12日，王绪贵先后两次向省
环保厅邮寄申请书，要求对
方给他一个书面处理决定，
却一直没有下文。今年3月，
王绪贵以“行政不作为”为由
提交起诉省环保厅的诉状，
要求省环保厅履行环境监管
职责，对他的申请书给予答
复。7月17日，济南市历下区
法院下达受理通知书，宣布8
月11日对此案开庭审理。

机器震裂屋顶，投诉后半夜照常生产

8月11日上午9点，这起
“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准时
开庭。早早就在法庭门口等
候的王绪贵一脸严肃，独自
坐上原告席后，更是掏出眼
镜仔细阅读各种材料，难掩
紧张。此前王绪贵曾向记者
表示，法院肯受理该案，他
感觉“如释重负”，“不管这
场官司赢不赢，只要起诉受
理了，我就已经赢了。”被告
席上，代表省环保厅出席的
是政策法规处一位负责人

以及代理律师。
针对王绪贵的诉求，省

环保厅表示，确实收到了王
绪贵的两份申请书，并出示
处理文件证明，2013年12月
2日，第一次收到申请书后，
鉴于膨润土厂环境违法行
为的查处归潍坊市环保局
管辖，4天后就交由潍坊市
环保局办理，并于2013年12
月16日派员赴潍坊督办此
事。第二次收到申请书后，
环保厅走了相同的流程要

求潍坊市环保局一并办理。
代理律师解释，《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七条
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
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环保厅是潍坊市环保局
的上级环保部门，不直接管
辖本案，“对于原告申请书
的请求内容不具有管辖权，
不具有法定职责。”因此，请
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归当地环保局管，曾派人赴潍坊督办

当听到省环保厅“不
具有管辖权”的答辩后，
王 绪 贵 一 度 情 绪 激 动 起
来。“这个案子环保厅为
什么没有管辖权，潍坊的
环境污染，我和我家人的
健康、财产都受到损害，

难道是山西的环保厅来管
吗？”他认为，省环保厅提
交的答辩材料均与案件无
关。他坚持无论如何，省
环保厅都应该给他一个书
面处理回复。

案件未当庭宣判，法官

表示，需经过合议庭合议，
择日宣判。记者了解到，在
状告省环保厅的同时，王绪
贵也决定起诉潍坊市环保
局，并于7月底向潍坊市高
新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
状。

原告还决定起诉潍坊市环保局

因为不满自家隔壁
膨润土加工厂噪音、粉
尘、震动等污染，多年投
诉没得到解决，潍坊市坊
子区公务员王绪贵一纸
诉状将山东省环保厅告
上法庭。8月11日，这起行
政诉讼案件在济南市历
下区法院开庭审理。据
悉，王绪贵同时已向潍坊
市高新区法院递交了对
潍坊市环保局的诉状。

膨润土厂和王绪贵的
屋子只有一墙之隔。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王绪贵带着大量材料。
本报记者 赵磊 摄 市民因为环境污染问题起诉

环保部门，这样的案例近年来并不
鲜见，既有胜诉的，也有败诉的。

2006年，因住宅噪音超标，深
圳市民梅某将开发商诉至法院，
但开发商却以市环保局颁发的

《深圳市建设工程环保合格证》
（以下简称《合格证》）予以抗辩，
梅某败诉。梅某认为环保局对《合
格证》的验收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和适用法律，遂将其告上法庭。随
后迎来转机，罗湖区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并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撤销环保局作出的《合格证》。

2008年11月，因废旧电池回
收问题，珠海市民孙农曾特意隐
去律师身份向市环保局发函，询
问对方在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及环
保知识宣传普及等方面的措施及
成效。得不到答复后，孙农在今年
3月提起了诉讼。不过，次年珠海
中院最终对孙农的诉讼予以驳
回，原因是个人提起公益行政诉
讼无适用的法律依据。

今年2月份，石家庄市民李贵
欣因雾霾状告当地环保局一案，曾
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他起诉要求
石家庄市环保局依法履行治理大
气污染职责，并赔偿其损失10000

元，到省市两级法院起诉未受理，
又诉至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当时
有评论人士指出，虽然尚未被立
案，但这对于推动我国的环境法治
进程、唤醒广大民众关注和维护自
身环境利益，必将起到里程碑式作
用，在某种意义上，不管胜诉败诉，
敢起诉就已经赢了。 综合

不论谁胜谁败

都是生动环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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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雯颖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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