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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倒倒数数百百米米垃垃圾圾，，就就是是抓抓不不到到人人
石门拆迁片区还在使用的道路成了垃圾场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数百米垃圾带
什么垃圾都有

石门位于济南市东部，历
城区二环东路北段，小清河以
北，二环北路以南，隶属于历城
区华山街道办事处。

从石门站下车，往东走，是
济南最大的单体拆迁项目华山
片区；往西走，是济南著名的蚁
族聚集地宋刘村。隔着一条宽阔
的二环东路，东西两侧却被“偷
倒垃圾”同一个问题所困扰。

5月11日，记者探访石门附
近时发现，在将军路通往石门
方向的一条道路上，道路南侧
形成了长达数百米的垃圾带，
闻起来酸臭扑鼻，看起来触目
惊心。虽然两侧房屋均已拆迁
推倒，但垃圾带的垃圾明显不
是本地拆迁的建筑垃圾，而是
以生活垃圾为主，并伴有建筑
垃圾、装修垃圾的混合垃圾。

垃圾带所在道路在华山拆
迁片区内，通往石门村，道路两
旁的房屋均已拆除，用防尘网
覆盖，但道路并未封闭，仍在使
用中。

“大概从去年10月份拆迁
后，这些垃圾就有了吧，大部分
都是半夜开车来偷倒的，也有
附近的人来倒的。”道路旁一位
小吃摊主说。记者探访期间，还
恰好遇到一位男士骑电动三轮
车，将一车废弃蔬菜倒在此处，
车主称，自己是附近菜市场的
商户。

而与此一路之隔的宋刘
村，村口一大堆垃圾也相当惹
眼。旁边十多个垃圾桶明明空
空荡荡，桶下却堆起了比桶还
高的小山似的垃圾，路人纷纷
避让。“不是我们村的人倒的，
是村外的人来偷倒的。”一位路
过村民说。

偷倒垃圾就这几个人
没有监控抓不住

随后，记者联系到宋刘村
村主任刘秀峰。刘秀峰称，对于

村口垃圾桶外的垃圾堆现象，
村里也是头痛已久。“桶外的那
些大堆垃圾，基本上都是外面
人晚上来偷到的，像是饭店装
修、施工，建筑垃圾没地儿倒，
就偷倒到我们这里来。”

刘秀峰说，村口位置有一
位专职负责的保洁员。但保洁
员已经70多岁了，年纪太大，身
体情况也不好。“如果是小的生
活垃圾，她可以扫进垃圾桶里，
但大堆的垃圾她就干不了了，尤
其是垃圾堆是建筑垃圾的时候，
放垃圾桶里垃圾车也不拉。”

他还介绍，为了抓住夜间
来村里偷倒垃圾的人，包括他
在内的村委工作人员曾数次夜
间埋伏，等到12点甚至1点，却
一次也没抓到人。“其实偷倒垃
圾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但一直
没能抓住，村口也没监控，不知
道他们究竟几点来。下一步我
们打算专门安排人，在垃圾桶
旁的小屋彻夜值班一个月，不
信还抓不到他们。”

同时，记者也联系到华山
街道办事处环卫所许所长。对
于通往石门村道路上垃圾带现
象，他解释称，因石门村已拆
迁，那条道路现在已经没有保
洁员。未拆迁前，垃圾带附近曾
放置过老四方箱，是个小的垃
圾站点，拆迁后就取消了。但一
些做买卖的、跑运输的为了省
事省钱，还是往此处偷倒垃圾，
直接倾倒在路边，形成垃圾带。

“都是趁着晚上10点到凌
晨4点，我们下班的时间来偷
倒，很难监管。”许所长说，他
们也曾在晚上查过多回，但
偷倒者一看到有车有人，就
不来倒了。

近日，记者对垃圾带和宋
刘村垃圾堆两处进行回访，两
处垃圾均已清理。华山街道办
事处环卫所许所长称，接到记
者反映后，他们很快联系了拆
迁片区，由拆迁片区组团进行
了清理。刘秀峰也表示，村口的
垃圾堆已被清理，但偷倒垃圾
者仍没有抓到。“小屋值班我们
尝试了两天，但那个地方只能
坐着不能躺着，值班人实在受
不住，就没再继续值班。”

拆迁片区中还未封闭尚在使用中的道路，竟然成了垃圾的倾
倒点，以至于形成庞大的垃圾带。齐鲁晚报记者此前探访历城区石
门附近，在将军路通往石门村方向的小道上，数百米长的垃圾带令
人触目惊心。西侧宋刘村村口，偷倒垃圾现象也很严重。近日记者
回访发现，两处垃圾已被清理，但偷倒垃圾者仍未抓到。

将军路通往石门村方向的小道上，曾经数百米长的垃圾带触目惊心。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摄

多多招招一一个个保保洁洁就就得得自自筹筹千千元元
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卡在资金上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4万人仅45名保洁
工资低招不到人

许所长介绍，目前华山街
道城乡环卫一体化进程中，街
道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如每个
村的垃圾桶配备、垃圾清运以
及保洁员补助等，但以后还是
要更依靠村，以村为主，村委
会主导。“华山街道下属26个
村，数量之多很少有其他街道
可比，街道上人员、资金都有
限，实在顾不过来。”

以宋刘村为例。宋刘村目
前仅保洁员就达45人，城乡环
卫一体化专项基金中，每位保
洁员有500元补贴，但街道给
宋刘村每位保洁员的补贴是
1500元。“也就是说，每多一位
保洁员，街道上就要自筹1000
元来增加补助。”

至于宋刘村保洁员数量
和补贴数额，他解释称，宋刘
是典型城中村，村内居住人口
4万多人，垃圾量极大，因此保
洁员多。而多补贴1000元，是因
为工资低招不到人。“本地人
有钱不愿意干，外地人要租房

要吃喝要赚钱，用钱多压力大，
千八百块的活也没人肯干。”

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许
所长称，还是应该走市场化道
路。他还透露，华山街道也一
直在努力尝试推行环卫工作
市场化运作，辖区内道路面
积、保洁面积、垃圾量都测算
完毕，方案也修改过无数遍，
随时可招标保洁公司。但目前
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都知道市
场化运作好，可谁拿钱呢？

“保洁物资、垃圾清运费、
保洁员工资都依靠街道，毕竟
只是阶段性的，是过渡阶段，
未来街道只能补助部分。况且
26个村，市场化需要的资金量
太大，街道上也承担不了。可
村里又没钱，欠着上千万的外
债，你说这个钱谁出？”

村里没盈利
净往外贴钱

宋刘村村主任刘秀峰对
村集体收入并不讳言。“村民
靠往外租房都很有钱，但村集
体确实没钱，欠着上千万的外
债说的就是我们村。”

刘秀峰坦言，如果指望村
里拿钱，目前确实是负担不

起。“村里没有任何基础，如果
哪天真的要依靠村，我们能想
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个人自扫门前地。每人
把自己家门口附近打扫干净了，
整个村也就干净了。”

他介绍，村里每5天一个
集，每次都会产生大量垃圾，
垃圾量大到村里上了年纪的
环卫工都干不了。为此村里专
门买了一辆三轮车，由村委年
轻的小伙子免费干，将垃圾装
车运到环卫所。

刘秀峰称，到目前为止，
村里从没有向村民或租户征
收过卫生管理费。“不现实，根
本收不起来，租户流动性大，
很难管理，村民也没有卫生
费、物业费这个概念。”但他又
说，对于破坏卫生的村民以后
可能会有所惩罚：“不能因为
你出租房子获得利益，就影响
了大家的利益。”

对于村里的困难，许所长
表示理解。“目前城乡环卫一
体化，到了村这一级，可能普
遍都不够积极。原因显而易
见，搞一体化，村里没有任何
盈利和好处，只有往外贴钱
的份儿，搭钱搭精力，谁还肯
尽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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