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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冶炼”反弹，路上盖满粉尘
历城环保部门表示将加大查处力度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广场东沟

今年再建21座拦水坝

本报6月4日讯(见习记者
张文) 4日，记者从市政公用事
业局了解到，济南一条重要的泄
洪渠道——— 广场东沟，今年计划
再建21座拦水坝。

目前，广场东沟上游已建成
5座拦水坝，在汛期到来时可以
减缓洪流速度，同时补给地下水
源。今年，广场东沟还将新建21
座拦水坝，其中1座建在上游，其
余20座建在下游，实现防洪蓄水
功能。在确保防洪的同时，拦水
坝也将打造成绿色景观带，成为
市民日常游玩的绿色长廊。为
此，市政部门还将结合现有热力
管道等设施，在广场东沟部分渠
段的两侧建设木栈道，方便市民
游玩。

广场东沟沿舜耕路往北，穿
过经十路后进入青年东路东侧，
再穿越青年东路到达文化西路
的南圩子壕，南圩子壕又连通顺
河高架路下面的西圩子壕。这样
洪水通过广场东沟、南圩子壕、
西圩子壕最终进入小清河。

在历城区唐王镇崔家庄

东南角，聚集着三四家小炼

钢厂，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了大量的炉渣和粉尘，给

附近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

染。此前，这些“小冶炼”曾经

被整治和查处过，但目前有

反弹的迹象。

历城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些俗称“小冶炼”的炼钢
企业，其实就是通过收购炉渣，然
后从其中抽铁，再将产品送到大型
钢铁厂回炉牟取利润的。

2008年前，在崔家庄附近的
4个村曾经有129家小炼钢厂存
在。“当时，济南市组织了城管、

工商、公安、国土还有环保等9个
部门共400多人进行过查处，历
时3个月，再加上持续三四年时
间的整治，这些小炼钢厂基本绝
迹了。”而此后，环保部门对于新
开小炼钢厂的环评进行了冻结，

“由于污染太大，不符合国家政
策，近几年我们没有批准过一家

类似企业的环评。”
对于目前村民反映的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只在今年4月底
接到过举报，当时环保110的值
班人员也曾前往查看，但由于小
炼钢厂为逃避检查都是在晚上
干活，工作人员去了都无法进
入，“因为情况不明，又不能翻墙

进去”。再加上小冶炼厂地处章
丘和历城交界位置，更加大了查
处的难度。

“现在小冶炼可能存在死灰
复燃的情况，有三四家小冶炼厂
又在偷偷干，我们会加大查处力
度，但要彻底查处还需要政府协
调。”该负责人表示。

环保部门表示，将加大检查力度

大明湖湖底

污水管线迁移延期

本报6月4日讯 (见习记者
张文 ) 4日，济南市排水管

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原计划 5月 2日动工的大明湖
污水管线迁移工程，近日更改
了部分设计，延后施工。

大明湖湖底有一条长约600
米的污水管线，去年被检测出有
漏点，污水通过漏点渗到大明湖
湖水中。今年5月初，济南市排水
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消息称，这条
污水干管要迁移，计划于5月2日
开工，10月底前竣工。迁移后，
这条从舜耕路由南往北的污水
干管将改道，在进入大明湖前改
走黑虎泉北路。

济南市排水管理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大明湖湖底
的污水管线改走黑虎泉北路西
侧，实际上已经进入大明湖景区
内。黑虎泉北路西侧是大明湖景
区内的苗木，管线迁移施工，势
必要迁移部分苗木。为尽量减少
苗木迁移和对大明湖景区内绿
地的占用，他们对施工方案进行
了优化。优化方案通过拉长顶管
距离、减少检查井数量等方式，
尽量减少对苗木位置的占用和
迁移。

在村里，记者遇到了两位正
在乘凉的村民。其中一位村民告
诉记者，自己之前就是开小冶炼
厂的，但是“前几年政府整治的
时候就关了”。

这位村民表示，记者刚才

去过的那片厂区里确实有一些
小炼钢厂，但也有几家是搞模
具加工的正常企业，还有一些
是从其他地方收购废铁进行切
割，然后卖给大型炼钢企业的。

“现在里面搞小冶炼的有三四

家吧。”
还有村民告诉记者，小炼钢

厂的人专门收一些气割渣、回炉
沙或铁面子，此外还有钢厂产生
的废钢渣。而这些原料里面含有
金属，价格低廉，可以从中筛选

出金属，加工成钢砂之类的成
品。

记者了解到，类似废钢铁，
收购价格在每吨四五百元之间，
但加工后，做成钢砂每吨能卖到
1500元左右，利润十分可观。

废炉渣提炼出钢砂，利润可观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历城
区唐王镇崔家庄东南角有一部
分小炼钢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了大量粉尘，严重影响了附近居
民的生活。

6月4日，记者来到崔家庄对
此进行调查。从樊家庄通往崔家
庄的公路进村，然后向南走，在
路上能看到一堆生锈的大块废
铁，其中还有一个边沿残缺的炼
钢炉。当记者在路口向一位小商

店的老板打听村里的炼钢厂位
置时，她表示，“村里有好几家炼
钢厂，你说的是哪一家？”这位老
板告诉记者，村里的炼钢厂大都
集中在东南角，有十多家。

在老板的指点下，记者穿过
村子向东走，十分钟左右便到了
这些炼钢厂附近。在通往炼钢厂
的主要路口，有一个地磅，一边
的电线杆上高高地挂着“电子
磅”三个字。附近一位村民告诉

记者，这个地磅平时主要是为拉
废铁和炉渣的车辆设置的。

从这里进入一个向东的路
口，向里走大约200米后就能看
到一大片堆在麦田中间的炉渣，
记者数了一下，从这里走到路尽
头类似的炉渣堆有4个，而紧靠
这些炉渣堆的厂区都大门紧闭。
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几家冶炼厂
通常是白天卸料，晚上开工，一
干就是一整夜，噪音大，吵得人

睡不着。“如果是晚上从边上过，
能够看到夜空都被炼钢的火光
照得通红。”

在路上记者看到，这里的
路面堆满了一层厚厚的灰白色
尘土，路边的植物叶子上也有
一层灰尘，一有风刮过就会出
现扬尘。在其中一个没有围墙
的场地，里面堆满煤粉和炉渣，
还有一个沉淀了灰色泥土的水
池。

道路被粉尘覆盖，噪音吵得人睡不着

经过筛选的炉渣就堆在路边。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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