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火光光冲冲天天，，小小作作坊坊夜夜间间忙忙偷偷炼炼
本报记者深夜暗访、举报非法冶炼厂，环保等部门查处取缔

塑料加工满天飞

成周围另一害

除非法冶炼厂外，周边的塑
料加工厂也是村民心中的“一
害”。2014年10月，有媒体报道，小
徐家庄村附近的一家加工作坊如
果火力全开，一天就可以粉碎30

吨垃圾。记者采访时，有村民估
计，周边五六个村庄可能有四五
十家塑料加工厂，但相关数据并
未得到核实。

唐王镇的大徐家庄村、小徐
家庄村紧邻章丘市白云湖镇。过
去30年间，章丘白云湖周边地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废旧物品经营
网络，被认为是“山东省最大废旧
物品集散中心”，其中废旧塑料的
数量最为庞大。这当中，生活垃圾
只占20%，绝大多数是外地甚至是
国外的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和洋
垃圾。

2011年3月，章丘市举全市之
力取缔了白云湖周边的违规废旧
塑料市场。章丘市有关部门联合
执法，在36个村查处2881户违法违
规废旧塑料经营点，共清理废旧
塑料40多万吨，全部运到垃圾处
理厂集中处理。

“可能是章丘那边取缔了之
后，一部分小塑料加工点跑到我
们这边来了。”采访中小徐家庄村
的一位村民表示。

历城区唐王镇建委主任徐明
亮告诉记者，自2014年下半年，联
合执法队伍连续6次对辖区内26

家小塑料非法生产加工点采取了
断电、拆除设备、拆除违章厂房和
院墙等措施，并表示会继续加大
打击力度。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17日，记者把暗访炼钢厂的
情况向历城区环保部门举报。18

日中午，记者跟随执法部门进入
涉事的冶炼厂时，煤堆、铁渣等生
产原料和生产工具仍遗留在现
场，但是16日晚暗访时看到的冶
炼炉却没了踪影，用手碰触炼炉
点位置，附近的钢板仍有余温。

执法人员分析，厂主可能在
当天上午把设备转移他处。经过
认真排查，在厂房东北侧一处隐
蔽的角落里，执法人员发现了被
废旧塑料布遮盖住的冶炼炉。执
法人员动用挖掘机和运输车对厂
房内的生产设备进行了没收，并
依法取缔涉事冶炼厂。

就在执法人员和记者即将离
开时，炼钢厂老板的亲属却出现
在了厂区门口，并开始向执法人
员诉苦。言外之意，“自己儿子创
业不容易，希望放过一马。”

然而执法人员透露，该厂以
前曾被多次查处，不少村民系明
知故犯，但被查处时却声称自己
不了解相关法律。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小作坊明知故犯

被查时说不懂法

相关链接

2015年3月19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鹏飞

美编：许雁爽 组版：庆芳

A04-A05

深夜火光下

加班加点偷炼钢

16日晚，接到读者报料后，
记者连夜赶赴历城区唐王镇大
徐家庄村。该村位于济南市历
城区最东端的郊区，紧邻章丘
市白云湖镇。大片的麦田和几
乎完全一致的平房建筑，使得
记者的采访车几乎在周边的几
个村庄中迷路，在与知情人多
次进行电话沟通之后，记者几
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隐藏在大
徐家庄村东北角的一处举报地
点。

据知情人称，该处非法加
工点经常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
小塑料的非法生产，但是在当
晚的探访中，记者看到该处院
落的铁门上落着锁，并没有开
动机器的声响。但是在该处举
报点的西侧水沟内，记者看到
沟内存有不少污浊的废水。

顺着废水流出的方向，当
晚10时许，在大徐家庄村北约
一公里处，记者远远地看到一
处院落里火光冲天。

驱车走近时，警觉的藏獒
不时狂吠。该处厂院坐落在小
徐家庄村东北角，厂院大门紧
闭，四周有2米多高的砖墙。在
门口处，看不到任何标有公司
名称的标牌。

绕过厂区正门，穿过一片
林地来到厂区的西侧院墙。记
者爬上墙头看到，4000多平米
的厂区内别有洞天，六七个工
人正在加班加点地炼钢。

借助院内的灯光和冶炼炉
喷出的火光，记者看清了厂区
的大致情况。在厂院中间，有一
个两米多高的简易炼钢炉。其
东侧连接着鼓风机，一米多高
的火星从炉里喷出。炼钢炉西
侧是一处十几平米的冷却水
池，上方氤氲着白烟，蒸汽混合
着烟灰，很是熏人。

记者暗访时，一名工人正
在用铁钎清理简易炉里的炉
渣，两名工人负责往炉内添加
原料，剩下的工人则坐在一旁
休息。厂区里有两处简易工棚，
所有的原料和设备都是露天放
置。

没有任何手续，竟敢藏身城郊民居中擅搭钢炉，冶炼金属。日前接读者投诉后记者调查发现，济南市历城区
唐王镇大徐家庄村附近有不少冶炼厂、小塑料厂等非法小作坊，他们无任何手续却趁夜黑风高偷偷生产。16日
晚，记者连夜暗访，并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证据。18日，历城区环保等相关部门依法取缔两家非法冶炼加工点。

土法炼铝，废气含强致癌物

16日晚11时，在爆料人的
电话提示下，记者在大徐家庄
村北的另一处举报点旁边蹲
守。一小时内，并未发现任何
动静。时隔一日，执法人员在
此检查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个
非法炼铝窝点。

18日上午10时，历城区环
保局等执法部门在此处例行
检查，发现该厂正冒着黑烟。
执法人员进入厂区后，把正在
非法炼铝的4名工人抓了现
行。

记者跟随执法队伍进入
厂区，这里俨然一个小型加工
作坊。

厂区占地上千平，其东北
角有一处简易工棚，几名工人
正围着炼炉忙活着。在厂区东
墙脚下，摆放着几十个铝锭模
具和尚未冷却的铝锭。在厂区
内，小锅台，简易炼炉，两米多
高的铁钩和舀勺，以及模具等
一应俱全。除了体积略大外，
炼炉的锅台与农村做饭用的
锅台并无太大差别。

炼炉南侧摆放着大量铝
废品，以废弃的烧水壶底座居
多。工人介绍，这些原料都是
从别处收购而来，至于加工好
的铝锭销往何处，工人称并不
知情。

“我们就干了三四天，这

是俺儿的生意，我在这里帮着
照看着。”4位工人中，有位自
称是老板的父亲。他告诉执法
人员，他和几位工友都是附近
村庄的村民，这种土法炼铝的
技术是从河南学来的。学好了
技术，配置好简易的设施，他
们便在这里悄悄开工。工人
称，由于夜间看不清，他们只
在白天生产。

记者注意到在此工作的4
名工人年龄偏大，除了几副普
通手套外，工人身上再无其他
防护措施。工人们也向记者证
实，他们在工作时没有特殊保
护，连口罩也不会戴。虽然身

处特殊行业，但他们每天拿到
的工资和其他工种无异，还面
临着一定的安全风险。高温后
融化的铝水能到达1000多度，
如果不幸烧伤将是致命性的。

“这家炼铝厂没有营业执
照和任何环保手续，是国家明
令禁止和严格取缔的对象。这
种土法炼铝对环境危害大，而
且排放的废气含有强烈致癌
物质，长时间接触对人体损害
极大。”历城区环保局环保四
所的庄所长称。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
依法推毁了小土炉，并没收了
全部生产工具和上千斤铝锭。

利润空间大，很多人铤而走险

“保守估计，像这样的炼
钢厂一年能收入个三五十
万。”高污染的小作坊缘何屡
禁不止？执法人员分析，正是
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了很多
人选择铤而走险。除此之外，
作为监管单位之一的环保部
门也坦言，在执法过程中，他
们自身也有很多无奈。

庄所长告诉记者，他所
在的环保所除一名内勤人员
外，执法队伍只有三人，监管
着郭店、唐王等3个乡镇。由
于执法部门人手有限，再加
上不少非法加工点夜间生
产，和执法人员“躲猫猫”，这

给环保部门的监管带来很大
的困难。

环保人士称，省内不少
地方企业也引进了合格的环
保设备，但运行费用太高，以
致有些环保设备刚上马没多
久，就被迫闲置。相对而言，
小作坊的成本低廉，再加上
设备简易、技术易学，不少人
对此趋之若鹜，把开办非法
加工点当做“创业”。

“唐王镇处在历城和章
丘的交接地带，是比较适合

‘打游击’的。章丘那边严打，
不法生产者就逃到这边来；
我们这边严打，他们又‘流

窜’回去。”庄所长介绍，在环
保法没有出台之前，环保部
门只能没收、责令停产，震慑
力不足。2015年1月1日，新

《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后，环
保部门不再是“软衙门”，也
可以借助公安机关，使出一
些“硬招”。

“新的《环境保护法》规
定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措施，
对情节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
适用行政拘留。这就意味着，
如果有企业或个人屡次查处
仍不悔改，我们可以将犯罪
情况移交公安机关。”庄所长
说。

16日晚，记者在暗访炼钢小作坊时，透过墙上的破洞看到，钢渣冷却时冒着蒸汽。

查处的上料机被拆除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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