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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洋垃圾”村调查：

现在管得严了，“洋垃圾”少了
文/片 本报记者 鞠平 刘杭慧

路旺实际上没了。这个属于
烟台莱州的镇在乡镇规划中早
已被划入沙河镇，但至今声名在
外。当地人在外出拉生意或是网
站推销时，习惯称他们来自路旺
或路旺塑料工业园，因为这里确
实是塑料的“王国”。

每天路旺都醒得格外早，4月
18日清晨5时，天蒙蒙亮，荣乌高
速沙河收费站外十来辆满载各种
塑料废品的大货车正在排队等待
下高速，有的集装箱上标注着“海
运”，知情人告诉记者，那里面装
的就是“洋垃圾”。在这之前，已经
有几百辆货车碾碎了这里的清
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
早晨都有几百辆大货车通过此
处，它们的目的地是路旺，在那里

它们被分拣后制作成再生塑料颗
粒，然后塑料厂再将这些颗粒做
成塑料制品。

越过省道308，车行几百米
就到了路旺卞家村碑处，有些货
车已经进入买主的院子，有些还
在街边等着买主开门，路边站着
不少人，他们基本都是当地的小
作坊主，正寻找适合自己的废
料，当地人称之为“劫料”(音)。

一位从事塑料造粒十多年
的作坊主说，他几乎天天早晨都
会过来，来的都是一些规模较小
的厂子，送货的来自全省各地废
品收购站，这些废料基本有主，
只有趁早才有可能抢到一些好
料。直到上午7时，记者还没见到
一单成功的劫料。

另一位作坊主说，“现在粒
的价格偏低，国内的料太差，收
上来吃亏。”对他们来说，“洋废
料”是最好的料。

当地一位老板说，现在莱州
从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塑料布，要
是有门路弄到一些水桶等日常用
品，那就很有赚头，因为国外的塑
料制品都是一次性的，料都是原
始料，出粒质量很高，而国内的塑
料制品很多都是做过几次的粒制
成的，已经没有做头了。

以前，一些国外的生活垃圾
可以进口，虽然分拣麻烦，但进
口成本极低，利润非常可观，而
现在，国外的生活垃圾不允许进
口了，一些小厂子很难再沾上

“洋垃圾”的光。

“搞到洋塑料桶，就有赚头了”

伪装成废纸

生活垃圾入国门

2012年2月，南京海关下
属的张家港海关缉私分局在
追查一起走私废物案时，发现
合肥图腾贸易有限公司涉嫌
多起走私废物案件。在随后破
获的系列案件中，涉案废物达
到了惊人的4000余吨。其中，
图腾公司和高旭公司就占到
了2600吨。

按我国相关规定，符合环
保控制标准的废纸是允许进
口的。回收利用废纸可以降低
成本，减少污染。

而崔某在走私进口“洋垃
圾”时，自行伪造单证，通过报
关公司将进口品名伪报为废
旧报纸和废旧瓦楞纸。崔某还
要求发货人在装货时，在集装
箱门口堆放一排质量较好的
废纸作为伪装。

尤其可怕的是，未经分拣
的走私“洋垃圾”往往“五毒俱
全”。据南京海关介绍，在查获
某批“洋垃圾”的第二天，现场
参与查验、直接与这批货物

“亲密接触”的海关关员和缉
私警察陆续出现了严重的上
呼吸道感染和表皮感染的症
状。而且，这些垃圾中的塑料
往往具有较大毒性，流入企业
再生产很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据人民网

沿着省道308和近邻的高速
公路往前走，你的鼻子会很明确
地告诉你已经到了路旺，处理废
塑料和造粒的刺鼻味道让人难
以适应。

在这个“塑料王国”，从街边
任何一个招牌上都能找到塑料
的身影。各种塑料制品的回收以
及高压或是低压粒子出售的招
牌最常见，而破碎机销售、卖网
袋的店面等等，都表明这里的废

旧塑料回收已经成了产业，商店
饭店也是为了外来打工者或采
购送货的人准备的。

记者走访了七八个村子，塑
料回收加工小作坊数量极其可
观，街边晾晒着碎料。院内机器
上热气腾腾加工的粒子，孩子嬉
闹玩耍的也是形态各异的废塑
料。在不少路旺人眼中，塑料已
经是他们生活中无法缺少的一
样东西，外人眼中的垃圾正是他

们的财富。
常年清洗加工塑料给村子

的环境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但当
地人忍了，这位村医告诉记者，
只是在五六年前，大家宁愿掏钱
喝自来水，而不是村子里的水。

财富是最让人眼红的，不少
村民通过回收垃圾致富发家，并
把产业不断扩大，甚至有村民去
国外收集洋垃圾，再运回路旺分
拣处理，利润极其诱人。

没人能跟废塑料撇开关系

经案件侦查和犯罪嫌疑
人供述，走私“洋垃圾”，各个
环节均有利可图：首先是国
外供货商，他们以极低的价
格将垃圾卖给国外买家，其
收取的政府部门垃圾处置补
贴则直接成为利润。

对中间商而言，转手销
售垃圾，可获约10美元/吨的
直接销售利润。

至于国内进口商的利
润，主要来自对进境垃圾分
拣销售后的获利。

国内进口商选择购买境
外未分拣的城市垃圾而非分
拣后的垃圾废物，考虑的也
是成本。国内分拣成本只相
当 于 国 外 分 拣 成 本 的 1 /
10——— 国内分拣工人工资只
有2000元人民币/月，而国外
分拣工人工资为2000欧元/月
左右。

南京海关有关负责人
称，国内进口商赚取的其实
就是工人廉价劳动所产生的
价值。 据人民网

走私“洋垃圾”

各环节均获利

“洋垃圾”走私为何如此猖獗

出售一吨 可赚10倍
境外百余美元一吨的“洋垃

圾”，通过伪报品名、伪装货物、伪
造单证等手段走私入境后，再进行
分拣加工，可以产生10倍甚至更高
的利润，同时这些“洋垃圾”也对我
国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难以
估量的伤害。

有关专家称，严堵“洋垃圾”入
境通道，既要加强多重源头把关，
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进口“洋垃圾”为何如此猖獗？
海关办案人员介绍说，究其原因在
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记者了解到，

“洋垃圾”主要指境外未经分类分
拣的城市生活垃圾，其中有大量废
纸、塑料、金属等。这些垃圾经过分
拣后分别出售，会产生暴利。

海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国外
供货商不赚垃圾本身的钱，而是赚
取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置补贴。对于

国内走私商而言，出售一吨“洋垃
圾”，可以赚取高达10倍的利润。同
时，分拣人力成本低，也是这些企
业赚取暴利的另一要素。

据南京海关介绍，并非所有的
废物都禁止进口，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重视再生资源的回收与利用，但
是，废物也并非全都是“宝”。以废纸
为例，在我国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
准，杂质含量不超过１．５％的废纸，

像（废碎）瓦楞纸、纸板以及废报纸、
杂志等都是允许进口的，而像（废
碎）墙纸、涂蜡纸、复写纸等杂质含
量高、利用率低、回收成本高、环境
污染危害大的废纸则被禁止入境。
城市生活垃圾更是在禁止进境之
列。不少违法企业正是利用国家有
关政策，将禁止进境的城市生活垃
圾伪报成允许进口的“废旧报纸”非
法走私进境。 据《人民日报》

青岛海关退运5100吨“洋垃圾”
本报青岛4月18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陈星华 ) 18

日，记者获悉，青岛海关自今年2

月份开展“绿篱”专项行动以来，
查获固体废物走私违规案件8起，

退运废塑料、废橡胶、废弃化学品
等“洋垃圾”5100余吨。

近日，在青岛港码头上，工人正
将一批申报进口的聚乙烯薄膜重新
装上出境轮船，退回到这批货物的

启运地。“这批货物里夹杂了大量的
土壤等异物，异味也比较大，无法通
过入境检验检疫，我们正将其原状
退运出境。”青岛大港海关查验科常
允杰科长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为打击“洋垃圾”走
私，自2013年2月以来，青岛海关在
海关总署统一部署下开展“绿篱”
专项行动，加强入境货物风险分
析和研判，对涉嫌走私的固体废

物综合运用H986非侵入式检查、
地磅重量检查和彻底掏箱查验，
与环保、港务等部门加强配合，将
查获的固体废物尽快原状退运出
国门之外。

十几年前，烟台莱州路

旺因“洋垃圾”而兴，成为废

品回收者的天堂，这里的人

们变进口来的国外废旧塑料

为宝，制造了一个个创富的

梦想，也将路旺发展为全国

有名的塑料工业园。但现在，

从“洋垃圾”中“淘金”的路子

越走越窄，成本增加，原料减

少……这里的人们开始尝到

了苦涩。

在路旺，每天都有塑
料分拣后余下的垃圾需要清
理。

在兴旺过后，现在的“洋垃圾”生
意不好做了。路旺不少人放弃回收塑
料，开始转行。

一位塑料作坊主两年前在路旺
转而开了一家小饭店，据他介绍，现
在的污水处理费越来越贵，一个小厂
一年就要一万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当
地的电费也涨到了每度1 . 7元，最重
要的是，作为原料的洋垃圾越来越少
了，“海关管理越来越严，报关单哪怕
跟废料相比多了一瓶矿泉水，也有可
能被退运。”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11年发布
的信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废
纸和废塑料进口国。同一年，中国出
台政策严查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禁
止洋垃圾走私，特别是生活垃圾严禁
入境，而不少废旧塑料因为合格率低
频繁遭遇退运，海关一次次的严查让
路旺的命运因此改变。

“在路旺再做塑料生意就是傻。”
干了十多年的一位老板说，前几年毛
收益在十几二十万，如今收益不变，
可是成本却大大增加，手里有钱的已
经开始转移，利用路旺的招牌去收料
卖货，但加工的厂子已经转移到附近
一些村子里，那里的塑料生意还不
多，给一些钱就可以做，成本就大大
地降低了。

即便如此，“洋塑料”仍让当地人
趋之若鹜，并没有因此失宠，利益的
驱使甚至让不少人铤而走险，选择私
运入境。

多瓶矿泉水

也可能被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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