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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疑惑
有法律明文规定
为何避而不谈

“我们维权有两个法律依
据，一是餐饮饭馆只有工商营业
执照，没有食药局发放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属于无证经营，理应
被取缔；另一个是这些餐馆也违
反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本身就
属于违规经营。”业主高先生说。

在无证经营这一问题上，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依法处理，明知从事前款
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

居民表示，投诉无证经营，
食药部门发了文，物业也配合发
布了整改通知，最后在联合行动
中也是以此为由进行了查封。

而投诉饭馆违反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一直没有下文。“如果这
一条例能够执行，这几家饭馆都
将被取缔，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油
烟和噪音了。”高先生说。

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济
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8条
规定，在与居民住宅楼等环境敏
感目标水平间距小于九米的场
所，禁止新建从事产生油烟、恶
臭或者其他异味的餐饮服务项
目。而居民投诉的三家饭馆均违
反了这一规定。

对小区居民的投诉，历城
区环保局答复，该局多次进行
现场检查，要求被投诉餐馆安
装油烟分离器、采取降噪措施
等。最近一次5月4日的检测数
据显示，三家饭馆的噪声不超
标，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露天烧
烤、油烟等问题由城管局负责
查处。不过，对是否违反《济南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答复中
未做相关解释。

执法尴尬
城管局有执法权
但处罚权不清晰

小区维权居民弄不明白，既

然有明文规定，为何放任餐饮企
业违规开设在居民楼下？然而对
于执法者而言，从条例条文的硬
框框到具体操作，仍有含糊不明
之处，实际执法时也面临尴尬。

“条例出台后我们进行学习
培训，当时没有对《济南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第38条‘水平距
离九米’这一款作细化说明，也
没有说小于九米，该由哪个部门
进行管理。”历城区环保局监察
大队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条文被
放在餐饮油烟这一块，该条文的
执法主体则比较含糊。尽管如
此，条例中的规定仍然是“硬框
框”，具有不可逾越的行政法规
效力。“城管执法局应该作为执
法主体，我们配合。”

历城区港沟街道办工作人
员表示，街道办城管科有管理权
但没有执法权；区城管局派驻街
道办的城管执法中队虽有执法
权，但处罚权却不清晰。“虽有执
法权，但对怎么处罚、开具什么
处罚单，并不清楚。”工作人员表
示，没有罚单而执行处罚则有可
能遭遇“乱作为”的投诉。

历城区政府热线部门负责
人表示，油烟问题执法权确实在
城管执法部门。其他几个区由城
管委、城管局、城管执法局共同
组成城管部门，在历城唯独少了
协调多部门的城管委，这导致了
联合执法上缺少协调。

联合行动
政府该管的就得管
座谈会敲定方案

尽管条例和现实“打架”，但
居民遭受油烟噪音侵扰而提出
诉求，政府部门不能无动于衷。

历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介
绍，环保局到现场检测，相关检
测结果确实均未超标。工作人员
同时表示，不超标不代表未对居
民生活造成影响。

“如果噪音超标我们处理；
油烟超标的话，我们会把数据提
供给城管执法局，由执法局处
理。如果执行这一规定取缔餐饮
饭馆，执法局应该作为执法主
体，我们可以配合。”环保局工作
人员称，油烟整治这一块早在
2012 年就已交给城管执法局，两
个部门也有过对接。

“几个部门一直在说哪些事
不归我管，就没说哪些事应该
管、怎么管。你们不说，我替你们

说怎么管。”在5月25日政府与业
主的座谈会上，历城区政务服务
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勇表示，油
烟噪音扰民问题，食药局、环保
局、办事处等来回推，但推来推
去不管是谁的事，归根结底都是
政府的事。现场座谈当场变成现
场调度，确定了联合执法方案，
以违规经营、扰乱正常生活秩序
进行查封，并限期搬离。

餐饮店主
执法过程无可挑剔
但其他地方怎么没查

6月2日记者到两家餐饮店
探访，面馆后厨经营设备和餐具
已被贴上历城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封条。不过，兰州拉面
馆老板认为执法过程没有可以
挑剔的地儿，“他们没有暴力执
法，整个过程都很理性。”他忧愁
的是经济损失：“我去年12月开

始租的门店，租金一年12万，加
上装修一共用了16万多，大都是
贷款。以前营业也只能保证不赚
不赔，这才刚有点起色。”

“楼上住户和我们协商说得
弄个公共烟道。房东不愿出钱，
我们自己先装了油烟净化器，公
共烟道的事等谈好谁出钱后再
落实。结果因为没办食药局的许
可证直接被封了。”兰州拉面馆
老板焦躁不安，他的手指往西指
了指，“那里是小区的西门，居民
楼下也有兰州拉面馆、烤鱼馆、
烧烤店，为什么不查封他们？”

2日晚上7点，在小区西门，
记者看到的确有四五家饭馆在
居民楼间营业，不少还占用店前
的地面经营，其中也有烧烤摊。

店主们也采取了“维权”行
动。联合执法查封当天，历城区
食药局港沟所就接到 12345 热
线转过来的店主投诉；2 日上
午，餐饮店经营人员到历城区食

药局投诉，随后又到区政府反映
问题。“一是投诉食药局不给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二是店主认为
如果查封，小区西门餐饮饭馆和
他们一样，两种对待方式他们认
为不合理。”对这一投诉，历城区
食药局港沟所负责人表示：“我
们是执行 5 月 25 日区座谈会的
决定，执法符合规范，我们已经
向局里交了书面说明材料。有了
这个例子，以后居民和楼下餐饮
饭馆起纠纷的事会更多。”

现实难题
省与市条例规定不一
尴尬恐还要继续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第38条关于“小于九米”的规
定，除了不清晰的处罚权对执法
造成尴尬外，遍地餐馆的现实也
无疑给条例的落实增加了难度。

相关人士表示，自2012年开
始施行《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后，小区里原来就普遍存在
的餐饮饭馆大都成了“违规开
设”。在济南市区绝大部分老旧
小区里，多层住宅间的楼间距一
般在 20 米左右，两栋楼各扣除 9
米的楼间距，两楼之间的商铺几
乎就没有餐饮饭馆的立锥之地。
如要按条例规定，对与居民住宅
楼等环境敏感目标水平间距小
于九米场所经营的餐饮饭馆一
律取缔，市区范围内超过半数以
上的小餐饮饭馆将被迫停业。

另外，据相关人士分析，不
得“小于九米”这一规定应是参
考了环保部 2010 年 4 月 1 日起
实施的《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
范》，其中提出，新建产生油烟的
饮食业单位边界与环境敏感目
标边界水平间距不宜小于9米。
在今年5月下旬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发布的《山东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草案）》中，对排放
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只是
要求其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使油烟达标排放,防止对附近居
民的生活环境造成污染，但并没
有关于其经营场所与居民楼距
离的规定。

该草案的意见征集截止日
期为今年 6 月 30 日。如果最终
生效的《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中也没有“九米”或相关距离
规定，那么《济南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多少也会再
添些尴尬了。

有有““九九米米””之之规规，，无无执执法法细细则则
法律规定遭遇现实尴尬，如依法落实过半餐馆得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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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权记

历经百日维权煎熬，小区
业主的“生活保卫战”似乎取得
了胜利。但余音犹存，这场事关
油烟噪音的维权背后，是法律
法规的“硬框框”与现实的尴尬
碰撞，居民维权的关键法律依
据仍然缺乏执法细则。根据《济
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8
条规定，在与居民住宅楼等环
境敏感目标水平间距小于九米
的场所，禁止新建从事产生油
烟、恶臭或者其他异味的餐饮
服务项目。但对于“小于九米”
的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店，该
如何处罚或查封，法律上还是
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

6月2日，想吃拉面的居民在门口被告知停业整顿。

□李阳 肖龙凤

这次“百日维权”，居民一开始倚重的依据是《济南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第38条关于“小于九米”禁止油烟餐饮服务的
规定，因其具体处罚权不明晰，导致了执法尴尬；最终查封餐
馆的执法依据是食品安全法中关于无证经营的部分。

本来处理环境相关纠纷的难点，是污染的鉴定及损害后
果的评估。对于凤栖第13号楼业主反映存在噪音问题，但环保
部门的检测结果显示达标；油烟问题到底是什么标准，很少有
人说得清。实际上，据相关人员介绍，油烟是否达标，目前缺乏
相应的检测手段，一是去查时对方可能把油烟机排风量开小
些；二是加工不同食物产生的油烟量不同；三是油烟包含哪些
成分也不好定。只能重点查看有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一旦
安装并正常使用，就会视为符合环保要求。

即便环保部门检测达标，如果距离较近，并不代表不对居
民生活产生困扰。对此，《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8条原
本给出了一个操作简单的规定，即只要在与居民住宅楼水平
间距小于九米的场所，就不得从事有油烟的餐饮服务。

问题是，这个“小于九米”的规定，一方面缺少相应的处罚
细则导致执法难；另一方面，鉴于业内人士估计的济南市区超
过半数餐饮“小于九米”，该规定如果得到实行，将一刀“切”掉
巨量餐馆，在就业、生活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造成的影响，恐
怕不可估量，这大概亦是该规定难于实行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立规执法时，应充分调研实际情况和各方需求，
并充分论证可行性，将执法权和处罚权等都条分缕析讲明白，
为执法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只有法律的顶层设计接地气、
可操作，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等才能有依据、有底气，去协调和
解决不同群体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相关人群的合法权利。

立立规规执执法法应应更更接接地地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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