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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民民提提案案””上上了了全全国国两两会会
济南农民王和新关注粮食安全，有关建议托政协委员带进京

3日，和天空一样晴朗的，是济南农民王和新的心情。此次全国
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陈德展将他的三件“农民提案”带到了北京。

王和新今年44岁，是济南章丘市黄河镇王圈村的村民。他每天
除了忙着打理自家的八亩地，还有个特殊的爱好——— 把村里父老乡
亲的建议记下来，整理成“百姓提案”。

“新环保法实施后按日计罚了一些企业，但在我
看来处罚力度还是太轻。不罚个倾家荡产，企业怎么
会有意识去做关停转型呢？”3日，谈到史上最严的环
保法，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琴岛律师
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说，司法部门应该参与到环保法的
执行中来。

不不罚罚个个倾倾家家荡荡产产
怎怎么么促促企企业业转转型型
人大代表杨伟程：治污企司法部门应介入

本报特派记者 喻雯 3月3日发自北京

在杨伟程看来，新实施
的环保法相对过去已经“由
软变硬”。过去处罚力度过于
宽松，就像“橡皮泥”，弹性很
大，违法成本太低。多数情况
下是当环境出了问题，有关
部门才会重视、解决，而不是
防患于未然。环保部门对污
染企业的处理，陷入“污染、
处罚、再污染、再处罚”的恶
性循环。

“在过去，环境问题的解
决一直都是行政机关在推
动，司法部门没有参与。政府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
是无法做好工作的。”杨伟程
说，过去这种以行政手段为
主导的处理方式，无法真正
将法律落到实处。过去污染

问题都是环保部门在处理，
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很少甚
至是没有介入，一些大型污
染事件看不到检察机关的影
子。

“老百姓在面对污染问
题时，只能去找政府投诉，但
是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说是

‘状告无门’。今后就可以走
法制程序，司法部门参与到
环保法的执行中，这是今后
的必然方向。”杨伟程说。

与此同时，在对污染企
业的处罚上，杨伟程建议，不
能抓大放小。如果把精力都
放在污染大的企业上，小的
排放企业不抓，不利于群众
形成守法意识。积少成多，后
果也很严重。

污染事件看不到检察机关的影子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
山钢铁集团董事局主席、党
委书记王守东对新环保法的
实施也很有感触。“我们企业
不是新环保法的敌人，保护
环境我们都是责任人。”王守
东说，重工业尤其是钢铁行
业，对雾霾责任重大。

泰钢在“淘汰落后、转型
升级”上重点做了工作。“现
在泰山钢铁经过改造之后，
炼铁、炼钢、轧钢用的水，使
用之后返回污水处理厂，再
加工变成中水。这样处理过
的水又回收循环使用，不往
河里排，不往街上排，不往沟

里排。”
在新环保法要求下，企

业应该在环保设备上下力
气。王守东说，环保设备上
了，还要警惕新问题：环保部
门检查的时候用上，检查的
走了就关了；白天用上防护
设施，晚上又不用了。“这个
问题就暴露了制度法规如何
落到实处。”

王守东认为，这需要多方
负起责任，首先得全省污染环
境的企业本身负责，其次是监
管部门。监管部门、企业自身
都负起责来，才能真正将新环
保法落到实处。

环保设备上了，还得警惕做样子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
任杨伟程。（资料片）

“平常下地干活的时候，跟村
里的老少爷们儿聚在一起聊天。
他们有时候会发发牢骚，但在我
看来这些牢骚话就很有代表性。
其中可以形成建议的我都记下
来，回家之后用电脑建成文档。”
王和新笑称，感觉自己像有了“职
业病”一样。

早在2012年，王和新就提交
了“多举措解决菜贱伤农的建

议”，并且被全国政协委员陈德展
带到了全国两会。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陈德展
第四次为我代言了。”在王和新看
来，委员把最底层的声音带到全
国两会，让决策层了解最基层的
老百姓想什么，这是真正的为百
姓代言。

今年，王和新一口气带来
了三件“农民提案”：“多举措减

少青少年的溺水悲剧”，“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关注留守儿
童”。

“陈教授，希望您能和委员
们沟通交流，充实完善有关粮
食安全的建议。”“一定完成任
务。”赴京开会前，陈德展与王
和新互发短信。起于两会的缘
分，王和新与陈德展成了老朋
友。

田间地头发现“牢骚”问题

作为一名地道的农民，王和
新是怎么写“两会提案”的？出门
随身必带照相机，是王和新的一
个好办法。“看到感兴趣的、典型
的，就随手拍下来。这次关于加
强国家粮食安全的建议，由头就
是一张照片。”王和新说。

“有一次路过一片农田，看
见不足50亩的农田里竟立着上
百块石碑。”王和新立即拿出相
机拍了下来，并把它写入“加强
国家粮食安全”的建议中，“在土
地整理项目中尚且有如此多的
石碑，这一现象的蔓延势必造成
大量耕地的减少，同时也影响大
型农机具的田间作业。”

王和新还敏感地发现，因为
储存的粮食容易招虫，往年家家
户户都会把家里存粮拿出来晾
晒，然而近两年晾晒粮食的现象
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存粮，
以前村民家中的存粮能存到下
一季收获时，现在几乎家家没有
存粮了。

还有一点，让王和新很担
忧，那就是农村青壮年大量外
流，造成在家种地的农民年龄
偏大，加之种植技术落后，以致
种粮不挣钱。现在土地流转老
百姓得到的是一个死钱，根本

激不起种粮热情。为了追逐经
济效益，个别人在基本农田里
种植树木，结果树木多了耕地
少了。存粮没有了，在发生自然
灾害时，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
得不到保障。

出门必带照相机，感兴趣就拍下来

“舌尖上的安全首先是粮食
安全。”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山
东省委副主委陈德展认为，今后
要更加注重提高粮食产能，更加
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
固体废物的倾倒和堆放量日益增
多，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
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和漂浮的尘土
也不断随雨水降落在土壤中，导
致土壤污染，使粮食的产量和品
质都下降，直接关系到粮食的安

全问题。
陈德展建议，对粮食种植面

积进行核查，在土地普查的基础
上，对农村耕地实行登记制度，对
随意占用耕地、瞒报粮食种植面
积等现象实行责任追究。土地流
转进行集约化生产是件好事，但
是要避免富豪圈地。在强烈的利
益驱动下，土地流转后大多种植
水果和蔬菜，“非粮化”现象十分
严重。基本农田的使用性质不容
改变。

同时，陈德展建议，送科技
下乡，送技术到田间地头，引进
新的高产栽培技术和科技含量
比较高的新型肥料；治理并杜
绝工矿企业对耕地的污染，对
已经污染的耕地要进行治理，
对新上马的项目要严格审批，
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偷
排污水造成污染的企业发现一
个处理一个，保证农民的耕地
和水源不被污染，这样才能吃
上放心粮。

管紧企业排污，避免土地污染

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孟敏 3月3日发自北京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山东省委副主委陈德展（右）此次带去了章丘农民王和新的三件“农民提案”。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王和新做建议调查时发现，在不足50亩的农田里竟立着上百块
石碑。 王和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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