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关注城市建筑垃圾，协助有关部门斩断乱倒的“黑手”

源源头头管管理理细细则则年年内内出出台台

建筑垃圾资源化生产流水线。 本报记者 臧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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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热线，

持续两个月的追问；一

组万字的新闻，首个管

理办法由此出台，市主

要领导专门批示。建筑

渣土办公室成立，多次

专项整治陆续展开。这

是监督的力量，是社会

责任感的肩负。

本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臧振) “齐鲁晚报报道之后，
我们村东大沟乱倒建筑垃圾
的问题第二天就被有关部门
叫停了。”19日，高新区迎仙村
村民张先生说，后来，有几家
企业联系村里要回收东大沟
的建筑垃圾，村里唯一的一口
饮用水井保了下来,300余户村
民的饮水安全得到了保障。

这是我们关注城市建筑

垃圾的起点，自 3月 3日迎仙
村东大沟私倒建筑垃圾危及
饮用水井一事曝出后，很多
市民拨打本报3159019热线反
映乱倒建筑垃圾问题，本报
集中曝光了城区多处建筑垃
圾乱倒区域，暗访屡禁不止
的渣土车，探访淄博首个建
筑垃圾资源化回收企业，邀
请 律 师 、城 建 专 家 、人 大 代
表、相关部门，探讨如何从源

头上解决乱倒建筑垃圾的问
题。在本报的持续关注下，住
建、交通、城管、国土等部门
形成联动，多次专项行动，清
理城区建筑垃圾，严格管控
渣土车。

标着禁倒，为何还有人偷
倒？闹市渣土车为何屡禁不
止？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的
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为何面
临着“吃不饱、卖不出”的窘

境？，淄博建筑垃圾方面的法
规制定到了哪一步？这些问题
经本报报道后，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建筑渣土管理办公室随
之成立，负责调度10余个部门。
首部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也于4

月出台。
淄博市住建局城建科相

关人士介绍，有关源头管控建
筑垃圾的相关细则将于年内
出台。

社会热点不失声，新闻凸显厚度

两两个个月月追追踪踪，，助助推推地地方方法法规规出出台台
本报记者 臧振

从今年3月起，本报对城市
建筑垃圾治理的报道持续了
两个多月，引起巨大的反响，
淄博市主要领导批示，首部建
筑垃圾管理办法出台。这组对
社会热点关注的新闻，显现出
了应有的厚度。

3月3日，本报“市长我想对你
说”热线接到市民反映，高新区
四宝山镇迎仙村东边一条深约
十几米的大沟连续多日被倒入
大量建筑垃圾，多位村民表达出
了对水源污染的担忧。

3月4日，高新区城管局现场
执法，查获了一辆违规渣土运输
车，并表示将随时监控迎仙村东
大沟，再发现乱倒建筑垃圾行
为，从严从重查处。

随后的一周，本报对城区十
多处建筑垃圾私倒点进行了曝

光，并全程跟踪暗访违法渣土车
运输。住建、国土、城管等部门对
相关私倒点进行了检查，重点清
理道路沿线建筑垃圾，并查处了
一批非法渣土车。

3月10日，本报探访了淄博
市首家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一
家政府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收不
到原料，产品卖不出去。产销两
头都遇堵的窘况，应该如何解
决？董事长曹伟说，尽快形成淄
博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是关键。

而在本报邀请律师、城建专
家、人大代表、相关部门的讨论
中，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再次成为
了焦点，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淄博首部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的制定已提上日程。

3月28日，淄博市首部建筑
垃圾管理办法出台，规定建筑垃
圾将优先进行资源化处置，并明

确了十几个部门的职责，本报进
行了重点解读。

5月，管理办法出台后首次
集中整治行动启动，重点查处
随意堆放、倾倒建筑垃圾等8类

违法处置建筑垃圾行为。
像建筑垃圾一样的社会热

点，本报还将继续关注，并及时将
市民的声音反映给有关部门，在
不断追踪中寻求解决途径。

一辆大卡车正在向东大沟倾卸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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