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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年年内内建建成成垃垃圾圾焚焚烧烧发发电电厂厂
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市民也得齐努力

农村老人未脱贫

市长坦言“很心酸”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亚茹

在10日的电视问政现场，播
出了几位困难老人的生活画面，
让刘天东坦言“很心酸”。这些农
村的贫困人口，将全部纳入章丘
扶贫体系。

短片中，一位名叫韩亚英的
老人今年已经78岁了，是市级贫
困村章丘市文祖镇双龙村村民，
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没有劳动
能力，丈夫、儿子去世后一个人生
活，吃饭主要依靠女儿。“俺闺女
给我送点我就吃一点。”韩亚英
说。

据老人介绍，她没有低保收
入，主要靠每月85块钱的养老金。
老人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到雨
天屋里就漏雨，村民们都十分担
心，希望有人能帮助老人修修房
子。

据了解，根据2015年《济南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高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标
准的通知》，章丘市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标准为每月300元。2016年4

月起，从每年3600元提高到每年
不低于4165元。每年一千多元的
收入明显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水
平。

今年64岁的谢因花和韩亚英
住在同一个村，丈夫去世后自己
一个人生活。谢因花种着一亩地
再加上政府每个月给的85块钱，
每年的收入刚刚超过两千元。谢
因花说：“没有低保，俺老头有（低
保），现在去世了，去世了就没了
低保，光他自己的。”

看完这段短片，现场的气氛
有些沉重，刘天东坦言：“刚才看
到这位老人生活贫困的场面，我
也很心酸。”据其介绍，现在章丘
要求从村到镇到市，三级进行审
核，对农村贫困人口、贫困户，全
部纳入扶贫体系，争取不让每一
个户落下，不让一个人掉队。

“从片子上来看，还有一些不
到位的地方，回去以后我们进一
步摸底，应保尽保，让所有生活困
难的群众都在我们的救助体系
下。”刘天东表示，章丘每个贫困
村都派了第一书记，“我们也有考
核办法，每个村镇信息统计不准
的我们也要追责，努力把我们章
丘的扶贫工作做好。”

石料厂如未审批

将一律取缔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亚茹

在问政的过程中，还有网友
也对刘天东进行了提问。该网友
反映，章丘市高官寨镇新黄社区
旁边的石料厂开了好几年了，在
雾霾这么严重的天气里，村民每
天都生活在石料所产生的大量粉
尘里。“石料厂离社区连30米都没
有，厂子连防尘措施都没有。”

刘天东表示，这个问题和刚
才说的粉煤灰厂是一样的，只要
没经过审批的，都是非法的，一律
取缔。“也希望我们相关部门举一
反三，加强监管，我们从各个环节
加强监管，给群众创造一个舒适、
安全的环境。”

埠村镇彭家村村头粉煤灰造成扬尘污染

““马马上上取取缔缔，，绝绝对对不不允允许许反反弹弹””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亚茹

问政现场，章丘埠村镇彭
家村的村民反映，村里头粉尘
污染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正常
生活。

据村民介绍，村里经常跑
来大车，一刮风、车一跑的时
候，漫天浮土，落到地理就像一
层石粉。刮大风的时候，连远处
的村庄都看不见。

村民表示，造成这种现象
的根源就来源于村里的一家水
泥厂。“厂里是弄石头面子的，
他水泥厂里面也粉石子，晚上
在这里干，白天不敢干。”据村
民介绍，除了这家水泥厂，在村
后一个废弃的煤井大院里最近
又多了一堆堆的粉煤灰。“这都
是电厂烧出来的煤灰，煤灰拉
来就倒在沟里了。”

根据村民指引，问政人员

找到了这个厂院，厂院大门敞
开着无人看管，但里面的粉煤
灰堆得像小山一样，没有任何篷
盖，抓在手里及其细腻很容易被
风吹起形成扬尘，在厂院边的农
田地埂上就发现有被风吹落的
粉煤灰的痕迹。就在问政人员拍
摄时，还不时有挂着河北牌照的
大卡车过来倾倒粉煤灰。

这个造成扬尘的水泥厂，
和村里堆起来的煤灰到底是什
么来头？对此，章丘市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村民所说的厂
子过去是水泥厂，但是因为它
手续不全，已经关停。“停了以
后，它利用闲置的院落开始粉
碎石子。前一段时间，我们取缔
了两三次，但老是反弹。”

该负责人表示，从这个短
片中可以反映出，我们在监督、
在执法的过程中，韧度还不够。

“下一步我们把危害老百姓的
粉碎厂坚决取缔，坚决不允许

它反弹。”
对于堆放煤灰的用途，该

负责人分析说，应该是用来生
产一种板砖。对于煤灰这样露
天裸露，该负责人也主动承担
起了责任：“这也说明我们的失
职，在平时的巡查中没有能够
及时发现隐患，问政之后，我们
先把这一处存放煤灰的地方取

缔，在取缔之前首先实行覆
盖。”

刘天东补充说，未经审批
的石料厂和粉煤灰堆放场都是
违法的，对其进行治理首先要
确定它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经
过批准的石料厂，相关部门将
对运输车辆封闭、进出车辆洒
水等措施进行落实。

大车往村里拉煤灰。截图

粉煤灰就这样露天堆放在埠村镇彭家村附近的一处院内。 截图

泉城问政
垃圾现在已经几乎成为每一个城市的负担，章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日，章

丘市民反映，君临天下小区旁的垃圾填埋场发出阵阵恶臭，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
除了垃圾填埋，对于垃圾的处理章丘还会采取什么方式呢？在问政现场，刘天东市
长进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王亚茹

小区旁垃圾填埋场

发出阵阵恶臭

近日，章丘君临天下小区
的居民反映，附近的垃圾填埋
场发出阵阵恶臭，影响居民生
活。4月5日，记者来到君临天
下小区，居民表示，那个味道臭
得都没法闻，一阵一阵的，在楼
上连窗子都不敢开。最近由于
气温不高，垃圾场的味道还不
算特别大，可是随着天气转暖，
垃圾场的味道对居民生活影响
会更大。

记者来到居民反映的这一

个垃圾场，看到这只是一个简
单的场院，四周都有砖砌的围
墙，建筑渣土和生活垃圾堆成
了一座小山，有推土机在不停
地进行推平压实，但记者并没
有看到垃圾填埋场所具备的防
渗处理装置。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章丘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
体）显示，章丘市政府在2012
年就对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进行论证，但时至今日项
目仍未见动工。

原选址不适合建设

正在重新选址

这一处垃圾填埋场符合相

关标准吗？是按照环保部颁发的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
准垃圾填埋场标准》建设的吗？

对此，章丘市环卫中心安
主任表示，完全是按照国家要
求建设的，也环评了，防渗处理
前后做了三期，完全按照国家
标准。

市长刘天东补充说，居民
反映的这个垃圾填埋场是（上
世纪）90年代建的，当时设计
的填埋能力是每天300吨，但
章丘的城乡垃圾800多吨，远
远饱和，处理不了。在之前，章
丘的垃圾曾经运到济阳进行处
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
到济阳处理，因此只能重新启
用了这一处垃圾填埋场。

对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垃

圾，刘天东认为，要想彻底解决
问题还是要加快推进章丘市的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且这一
项目也早就启动，但是在选址
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在选
址勘探过程中，有三层采空，不
适合建设，我们现在正在选址，
我们承诺2018年就能把垃圾
焚烧发电厂建起来。”

此外，刘天东坦承，在这个
过程中也存在管理的问题，“我
们垃圾填埋应该是一层垃圾一
层土，或者一层覆盖，我们还要
进行现场规范管理。”刘天东表
示，也在协调淄川区委区政府，
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之前，
对于处理不了的垃圾，将在进
行部分处理以后，运到他们那
里进行处理。

解决城市垃圾问题

每个居民都出把力

“垃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享受城市美好生活的同时，常常被‘垃圾围城’困扰，它
不光是济南、章丘存在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现场点评嘉宾于萍表示，目前需要共同思考
的是这一问题到底如何解决。

于萍表示，原来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一般都是采取政府包下来，政府投资，政府运营的一
些方式。现在政府都在做集中化、规模化的垃圾处理模式。但是随着我们的发展，有很多东西已经
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于萍认为，目前在垃圾处理方面，技术上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创新模式。就
是创新。“临沂市已经在探索第三方经营的方式，我们山东省像PPP项目、BOT模式、动员社会资
本参与的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实行了。”于萍举了一个例子。

“我作为一个济南市民，也在这里发出呼吁，一方面我们政府要建立一个城市垃圾处置的公
众参与机制，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公民，也应该有责任为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尽我们每个人的
力。”于萍说，比如从源头抓起，进行垃圾的分类管理。像北欧一些国家，它都有一些公众参与的有
效机制，日本也有些垃圾分类管理的有效办法。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专家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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