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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记者暗访长清一再生棉加工点20余天，揭示再生棉流通链

破布旧絮制棉，运进纺织厂
文/本报记者 孟敏 任志方 实习生 刘华东 李庆雨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寻作坊

村中村“与世隔绝”，进出要受盘问
济南长清区潘村东边

的一个废弃砖厂附近，30多
家简陋的再生棉加工作坊
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这些厂子两年前就有
了，越来越多，一直没人
管。”3月31日，附近一位村
民反映，作坊里的人很少和
村里人交流。老板和工人大
都说南方话，不好接近，村
里也很少有人在里边打工。

这些作坊隐藏在一片
大洼地里。常在周边干农活
的村民说，作坊收购烂棉套、
破布条、废旧衣服下脚料等

进行加工，经过浸泡染色提
取棉絮，做成棉花卖到各地。

“这些人是温州人，家
家都有不错的轿车，很有
钱。”3月31日，一位杨姓村
民说，“平时光看小车一车
车往里运破布、烂棉花，大
车一车车地往外拉货。”

另一位张姓村民说，他
有时想进去转转，但对方根
本不让进。

几十家作坊紧挨着，成
了一个独立的小村落。这里
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石子
路，原本工厂西边还有一条

路，但被人用土堵上了。
村口有个大地磅秤，进

出村的货车要在这里称重。
秤边有一个小超市、一家餐
馆。超市里的人对进出作坊
的陌生人格外注意。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记者进去买可乐时，一名女
士盘问道。“想到对面村里，
发现这里过不去。”记者的回
答让对方的疑虑减轻了些。

走进“再生棉加工一条
街”记者看到，每个院里都堆
着几堆三四米高的棉花原
料，仓库里存有大量棉包。

验质量

“棉花”被漂白

检测不合格

4月7日，记者将从棉花
加工点取得的样本送到省
纤维检验局检测。一位负责
人介绍，样本纤维很短，里
面还有白色线头、锦纶，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棉花里
不可能有这些杂质，而且亮
度没有这么高，颜色也不会
这么白。”该负责人表示，这
些“棉花”是漂白过的。

为验证这一结论，记者
又到国家茧丝绸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山东站检测，
并在 5天后拿到了检验报
告，结果为“不合格”。
本报记者 孟敏 任志方

说法规

纤维下脚料

不得生产衣物

再生棉是由废弃的棉
花、工业下脚料和纺织企业
的布头及纱线头回收再利用
制成，主要用于大棚的保温。

国家质检总局2006年
通过了《絮用纤维制品质量
监督管理办法》。《办法》规
定，絮用纤维制品包括生活
用絮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
用絮用纤维制品。

脱色漂白处理的纤维下
脚、纤维制品下脚和变质的
絮用纤维等，不得作为生活
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原料。曾
任济南国棉十厂厂长、从事
纺织工业 60多年的“老纺
织”丁启靖分析说。

“再生棉纤维长度一般
不超过20毫米，漂白后耐力
又受影响，所以黏度低、强力
差、不耐磨。”丁启靖说。

他表示，这种废棉纺纱
做出的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对人体是有害的，会引起皮
肤过敏性反应，是绝对不允
许做内衣的。

“再生棉经过漂白，肯定
含甲醛，而且甲醛含量超标，
不光对皮肤有损伤，对呼吸
道也有危害。但目前对牛仔
裤、线毯、毛毯等的甲醛含量
检测很难。”丁启靖说。
本报记者 孟敏 任志方

在济南市长清区潘

村附近，聚集着30多家再

生棉加工作坊。每天来自

省内外各地送原料、收成

品的货车络绎不绝。我国

明令禁止纤维下脚料作

为生产生活用纤维制品

的原料，但这里的再生棉

有的却流向了纺织企业。

探原料

“不只是棉被，只要是布就收”
“这棉花怎么卖？”3月

31日上午，记者以省城某棉
被厂老板的身份走进一家
作坊。院落内，工人已经下班
了，只有一个男子在看着。

“价格都不一样，左边的
是最好的，12000元一吨，右
边的也不错，10000元一吨，
质量都可以放心。”但老板不
在，该男子让改天再来。

4月 5日，接到村民举
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机器
发出轰轰的响声，路两边尘
土飞扬，大量的白色粉尘从
屋顶的烟囱上冒出。

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

并不统一。一个作坊只有一
台机器，几个工人往机器里
放棉花原料，一名中年妇女
正坐在破棉中间挑套子。

村西边，六七个工人在建
新厂房。一名王姓工人说，这
里很多厂房都是他领着人建
起来的。这里表面上有几十个
老板，其实他们上边有个共同
的大老板，“不过大老板一般
都在外边，没来过几次。”

记者以旧棉被推销者
的身份进入一家作坊，院内
有个简易的台球厅，几个男
子在里边打台球、玩麻将。

看到记者走近，门口一

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操一口
南方口音警觉地问：“你是干
什么的？”得知记者是来推销
旧棉被，他马上说：“这里没
人收，你们找错地方了。”

此时，另一位中年男子
走出来，谨慎盘问记者。记者
表示收购了不少学生的被
子，质量都不错。这位男子
说，“学生的被子，质量好不
好可说不定。你们先拿个样
品过来，撕开看看成色怎么
样。旧被子也分等级的，价钱
不一样。”他还说：“不只收棉
被，像床单什么的，只要是布
的，都可以收。”

访流向

半天出货百吨，货车来自省内外多地
从3月31日到4月8日，

每天下午，记者都到潘村蹲
点，发现了至少7辆货车来
拉货，出货量达近200吨。其
中 4月 5日一下午，就发现
有4辆车拉了约百吨货。

从车牌号可以分辨出，
这些货车分别来自河北、滨
州、济南、济宁。其中，一辆
来自河北的大型货车分别
从三家作坊装货，直至装满
后才离开。

4月6日，记者在一家作
坊内发现一辆挂着滨州车

牌的大货车，货车装满棉包
后出发，记者驱车在后边跟
随。

货车司机十分谨慎，走
到高官寨加油站、罗家村
时，突然加速，记者差点跟
丢。行至水寨镇时，货车停

在路边，司机下车查看了一
会儿才继续前行。

2个小时行驶约200公
里后，这辆货车驶入了位于
滨州市邹平县码头镇的三
利集团，并将货卸到该公司
仓库中。

4月7日，长清区潘村一再生棉加工作坊，一名工
人从车间里运出棉包。

4月7日下午，工人们在为一辆大货车装货。

4月6日，在潘村装上再生棉后，大货车驶入滨州
邹平县码头镇三利集团。

3月31日，济南市长清
区潘村，一家再生棉加工作坊
院内晾晒着不少废旧棉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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