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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言言二二月月就就有有，，为为何何现现在在才才澄澄清清
省环保厅：对深井排污调查长达半年

本报济南9月2日讯（记者 高
扩）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
于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
通知》，决定对省级批准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规范。取消37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合并19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将7项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项目。清理规范后，我省仅保留25项
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每年将
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13亿元。

此次清理规范涉及公安、交通
运输等19个部门，比如教育部门取
消了普通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
等级考试报名考务费、教育科研成
果评审费、高职高专英语应用能力
考试报名费；公安部门取消了机动
车驾驶员管理信息卡工本费、机场
控制区域通行证工本费等；人社部
门取消了转业军官培训费、社会保
障ＩＣ卡工本费；农业部门取消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本费、农
作物种子检验收费等；卫生部门取
消了妇幼保健档案ＩＣ卡工本费；
工商部门取消了著名商标评审费、
公告费；海洋与渔业部门取消了水
产品质量检测费；残联取消了残疾
儿童保育费、管理费、康复训练费。

经过清理规范，山东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由87个小项缩减为25

项，减少2/3以上，一举步入全国收
费项目最少的省份行列。

在此次清理中，有的部门和单
位正常履职所需经费可能受到影
响，通知要求，对于取消的收费项
目，要按照“分级负担、规范管理”的
原则，通过调整年初预算，保障正常
履职。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开展
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时，要在醒目
位置公告批准收费的文件名称、文
件编号、收费项目等相关内容。

在机械、纺织等企业的规章制
度中，都对加强女职工的安全提出
了要求，其中有一项就是“女职工作
业时长发不得外露，必须戴工作
帽”。

看到对女职工长发的特殊要
求，有人感觉不舒服，认为是缺乏人
性化管理；也有的感觉无所谓，认为
是小题大做。但是，如果知道了违章
操作的事故教训，就不难明白其中
的道理。如某机械厂中有位年轻的
车床女职工，因有披肩长发，很不乐
意戴工作帽，但受制度要求，在上岗
时也应付着戴上了，但因头发较多，
工作帽戴得又不认真，盘在帽中的
长发很快便散落下来，很快又被卷
入了高速旋转的机器之中，整个头
皮被撕裂后呈帽状剥脱。经抢救后
虽保住了性命，但头皮的伤残成为
了终身憾事。

道理非常简单，真正做到却有
难度。女青年都有爱美之心，总舍不
得把自己的一头秀发剪短，或嫌麻
烦不愿把头发盘缠在工作帽中，试
想长发一旦蓬松散开，就有被转动
的机器卷进去的危险，轻者头发被
拉脱，影响头发再生；重者可使整个
头皮撕裂脱落；更危险的是机器牵
动着头发、头皮，还有可能牵动到人
体，使人的肢体或整个身体卷入机
器中，造成严重的人身事故，甚至危
及生命。

本报济南9月2日讯（记者
廖雯颖） 2日，山东省环保

厅表示，之所以在9月1日就“高
压泵深井排污”问题与邓飞公
开辩论，是在长达半年的调查
后，所传排污企业无一属实，网
上却谣言满天飞，此时需要做
出澄清。省环保厅还称，除非被

冤枉的企业有要求，否则不会
要求邓飞道歉，但欢迎其自我
批评。

据了解，早在今年2月11
日，邓飞就根据网友提供线索
发微博称，山东潍坊许多企业
通过高压水井将污水压到地下
1000多米的水层，直接污染地
下水。而到了8月31日，山东省
环保厅发微博回应此事，称“所
有举报竟无一属实”，并于次日
与邓飞多次正面交锋。

传言2月就有，为何现在与
邓飞公开辩论，而且还是在全
国严打网络谣言的背景下？山

东省环保厅回应，今年2月发现
向地下排污传言之后，环保厅
先是进行调查，请专家进行论
证，认为这件事不靠谱。在长达
半年的调查之后，所传排污企
业无一属实，因此“需要澄清事
实”。而且由于环保部门与大V
传谣者在微博上信息不对称，3
月省环保厅就已经发布的事件
通报被网上谣传淹没，“权威部
门、专家的声音发不出去。”

经查询，3月11日，省环保
厅对外发布《山东环保要情简
报第1期》，称经调查核实，山东
省未发现通过水泵向地下排污

的违法行为。5月10日，山东省
环保厅再度公布全省地下水污
染专项检查结果，称2至3月份
全省有14家企业存在利用无防
渗漏措施或防渗漏措施不完善
的沟渠贮存、排放废水等问题。
同时公布14家违法企业名单，
并表示均已依法处理。

省环保厅表示，和邓飞就
“高压泵深井排污”事件交流有
助于澄清事实，排除网络谣言
干扰，“我们注意到，‘高压泵深
井排污’微博并非邓先生原创，
邓先生可能是在不明真相的情
况下转发了他们的微博。”

关于当初为何转发“高压
泵深井排污”微博，邓飞解释
说，年初看到网友给他的私信，
加之此前自己曾写过中国癌症
村的报道，调查过地表水污染，
没想到竟演变为地下水污染，
就把私信内容发微博向大家咨
询，之后自己又转发了众网友
的抱怨，“其实我也不懂（地下
排污），但我为这个事很着急，
所以转发出来询问大家。”

面对山东省环保厅公开喊
话，邓飞回应：“我不知道省环

保厅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要
我道歉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举报他们的网友并不是我。”当
看到媒体披露武汉警方抓获的
特大网络造谣传谣团伙，曾参
与炒作“高压泵地下排污”事
件，邓飞表示自己也很惊讶，

“以我做记者的感觉，当初转发
的第一条微博不像是造谣。”他
表示，很期待山东省环保厅的
调查结果，希望对方能公布查
证的详细过程和结果。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根据8月29日武汉警方公
布的内容，名为“水军十万”的
网站一手制造传播扩散了“某
地用高压泵将污水排入地下
1000多米”等网络谣言。而通过
分布于28个省市的数百名“枪
手”，该网站截至被查时，一年
间经营获利多达100多万元。

这些获利方式包括造谣诋
毁他人，形成恶性竞争，删除负
面网络信息等。比如2012年9
月，“水军十万”接到客户要求

后，在网上大量炒作某酒用工
业香精勾兑的消息，严重损害
有关公司信誉，获利4200元。

但也有网友表示，炒作或
诋毁企业可以为网络公司带来
盈利，但炒作地方的地下水水
污染有何必要呢？记者为此联
系到当事的武汉警方，不过武
汉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此事正在调查中，不方便透
露具体信息。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钻
井施工处副处长李传磊以专业
打井角度分析称，从经济账来
算，因为成本过高，千米深井排
污可信度较低。李传磊称，就目
前市场行情，一口千米的深井
平均每1米的挖掘成本要在1800
元左右，一口千米深井成井成本
就要180万元，千米深井抽水回
灌在山东几乎没有范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地下
水井排污技术上没有可能。李

传磊称，一口百米以内的水井，
打井成本在三千元到四千元之
间，只要水井的自有水位与地
面距离在30米以上，理论上不
法企业就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水
井，将污水偷排到地下。“30米
左右的距离容纳水量十分巨
大，地下水是流动的，回灌的水
可通过岩石缝隙渗透、流动到
其它地下水位低的区域，而不
会冒溢”。

本报记者 张璐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杨
林） 随着《青岛市控制吸烟条
例》正式实施，禁烟场所不再设
吸烟区且控烟不力的场所负责
人也要被处罚。2日，青岛市卫
生监督局对部分公共场所进行
控烟突击检查，共发现5家单位
没有张贴新的禁烟标识，一家
证券公司还以不清楚法规为
由，拒绝在处罚文书上签字，与
执法人员“互拍”取证。

2日上午10点，执法人员来
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南京路营业部。在二楼大
户室内，执法人员发现每屋内
都有两个烟灰缸，桌子上还有
打火机、香烟等，屋子里没有任
何禁烟标识，有的股民正在吸
烟。看到有人来查，清洁工赶忙
将这些物品收走了。

执法人员当场开出了执法
文书和整改意见书，建议该单
位按照《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
取消吸烟区域，并将查到的问
题在7日内改正。初次检查以警
告为主，并没有开罚单。

随后该公司营业部负责人
杜先生对执法文书提出了几条
修改意见，并对“违法”一词提
出异议。“搜出几个烟灰缸就违
法了？”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具体
内容，需要将文书留下后研究，
再确定是否要签字，而这些都
是不符合正常执法程序的。

看到杜先生还是不愿意签
字，执法人员告知，如果再次拒
绝签字，他们只能写下“拒签”，
而且“拒签”需要第三方监督，

还要请记者帮个忙签字证实不
签字。就在几家媒体记者签字
的时候，执法单位进行录像取
证，该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开始
拍摄，并称“我们要留证据”。

青岛卫生监督局公卫与放
射科王主任称，行政执法不会
因为对方态度不好而增加处罚
力度，但如果7日内没有改正，
卫生监督局有权进行罚款，或
者进入其他司法程序。而在当
天，还有5家单位被发现没有张
贴新的禁烟标识。

我省取消37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从事机械作业
女工禁露长发

对话当事人

“当初转发的微博不像是造谣”

延伸调查

为何造谣深井排污仍是谜

专家说法

千米深井排污可信度低

禁禁烟烟不不力力被被罚罚，，公公司司拒拒绝绝签签字字
青岛最严控烟条例正式实施，一证券企业称不知情

环保厅回应地下排污

0—100m

100—3200m

企业地下排污方式

地平线

浅井水层排放

深度：30到100米
成本：百米以内的水井，
成本在3000元到4000元
危 害 ：地 下 水 是 流 动
的，回灌的水可通过岩
石缝隙渗透、流动到其
它地下水位低的区域，
而不会冒溢，但污水会
直接或间接污染到地
下水源。

高压深井排放

深度：800米到3200米不
等
成本：一口千米深井成
井成本要180万元
危害：目前人们开采地
下水的深度一般不超过
300到500米，灌注液储
存在深层地质层中，可
以避免污染物进入生物
圈循环系统，深井灌注
的泄漏几率在百万分之
一到四百万分之一。

渗坑渗井排放

深度：接近地表
成本：几乎没有
危害：直接污染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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