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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个针对大气污染的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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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低速违法

是超速的17倍
成高速主要交通违法行为

高速公路上开车跑慢些
无所谓？错了！高速公路低速
行驶同样违法。据德州高速
交警支队统计，2月18日至3月
18日一个月的时间里，查处的
低速类交通违法行为是超速
违法的17倍有余。低速行驶已
成为高速公路主要交通违法
行为。

低速违法

八成是小汽车

京台高速德州段是山东省境
内高速公路中最早实现智能交通
系统全程覆盖的高速公路。依托
该智能交通系统，德州交警对高
速公路超速、低速两类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系统统计分析。统计数
据显示，2月18日至3月18日一个
月的时间里，共查处超速行驶违
法行为128起，查处低速行驶违法
行为2230起，这些都是录入系统
的有效违法行为。数据显示，查处
的低速类交通违法行为是超速违
法的17倍有余。

德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介
绍，和去年相比，京台高速德州段
低速类违法行为起数已大为减
少。“京台高速德州段101公里，去
年下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路
段抓拍到的低速违法行驶行为一
天就达400余条，其中八成是小汽
车。”民警表示，从统计数据上不
难看出，低速违法行驶已经成为
了高速公路上主要的交通违法行
为。据有关规定，高速路低速行
驶，驾驶员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
元的处罚。

3月19日，德州晶
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因长期超标排污污染
大气，遭到环保部主管
的环保组织中华环保
联合会起诉，索赔2820
万元。这是今年新环保
法实施后，首个针对大
气污染行为的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

本报记者 王兴飞
通讯员 申毅 实习生 张瑞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刘振

中环联曾因

跨界污染

诉至东营中院

延伸阅读

据悉，这次并非中环联
首次在山东起诉污染企业。
今年1月13日，东营市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中环联诉状。浙
江一化工企业的危险废物被
运至东营非法处置造成跨界
污染，中环联要求索赔1000

万处置费，东营市环保局作
为行政机关也被允许支持起
诉。该案成为全国首例环保
行政机关支持环保组织诉讼
的案件。环保部门作为支持
起诉人，可以提供更权威的
检测数据等，与社会组织联
合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长期以来，大气污染类
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较
少。曾代理兰州自来水事件
等多起环境案件的北京义派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恩泽表
示，因为很难定性定量鉴别
一个企业的排污对空气污染
损害结果，因此很难对污染
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导致实
际操作层面难以进行。

马勇表示，根据新出台
的公益诉讼司法解释23条，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
的，可以结合防治污染设备
的运行成本等因素予以界
定。这意味着难以进行生态
损害评估的，可以通过企业
运营成本进行核算。这也是
此案他们要求赔偿的依据之
一。另外，此次中环联尝试通
过比照按日计罚的行政处
罚，对德州晶华屡禁不止的
行为提出惩罚性赔偿780万。
对此，李恩泽表示，该案中环
联的尝试或许可以为大气污
染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鉴定难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
决路径。他认为，若德州环保
局能作为支持起诉人，能让
78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更有
依据，对实现这部分诉讼请
求更为有利。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刘振

3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
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
状。在民事起诉状上，这家由环
保部主管的环保组织提出五点
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德州晶华
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赔偿
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
2040万元，以及因拒不改正超
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
780万元，合计2820万元。赔偿

款项支付给地方政府财政专
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治理。

对于总额接近3000万元的
索赔，中环联环境法律服务中
心副主任兼督查诉讼部部长马
勇表示，这是根据德州晶华大
气污染防治设备投入及运营成
本计算得出。根据公开资料，被
告企业有几条生产线没有安装
治污设施，省下的钱约有2000
多万元。“相当于他们以牺牲环

境代价赚的钱，要让他们拿出
来。”另一部分则是根据新环保
法针对拒不改正的污企“按日
计罚”规定计算，以每天10万元
基数计，从1月1日到3月19日。

此外，诉状详细列举德州
晶华长期“顶风作案”、持续超
标排污的行为。马勇表示，立案
过程顺利，德州市中院立案庭
并未拒绝受理，表示要研究一
下报告，目前尚未有反馈。

■索赔款项用于德州大气污染治理

20日，德州轻度雾霾。在
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南大道一
侧，身处繁华闹市的晶华集团
振华有限公司有些扎眼，这家
生产玻璃产品的企业厂区里，
轰鸣的机器噪音中大型运输
车进进出出，席卷半空的黄色
烟尘散发着刺鼻气味，与四周
大批的新兴住宅建筑群格格
不入。厂房里高耸的两根烟囱
冒着滚滚烟尘，一根排出黄色
烟尘，一根冒出白色烟尘，随
着春风漫卷开来，慢慢飘往南

部的住宅小区。
“日夜不停地排烟，烟有

时是黑的，晚上都不敢开窗
户，窗台上全是一层黑色的渣
渣。”家住联兴·兴和湾社区的
居民李丽红告诉记者。

振华小区是晶华集团的
职工住宅区，厂区和住宅区只
隔着一层铁栅栏，这里也是受
烟尘污染最严重的小区，走出
楼道门的居民一抬头就是漫
天烟尘，甚至都能听到厂房车
间里装卸碎玻璃的声音。小区

里的年轻人多是盼着早日搬
离，不过不少老年人却习以为
常。

陈公庄园是另一个距离
德州晶华不远的住宅区。社区
卫生室的王医生说，每年到了
冬春季节，各个住宅区里患呼
吸道疾病的人都不少，超标排
放的污染物对人体肯定没有
好处。“现在有很多来买医用
防护口罩的居民，我都会免费
送一个，就当是为环保尽自己
的一分力。”

■附近居民晚上不敢开窗，窗台上尽是黑渣

事实上，德州晶华是当地
空气污染治理的“老大难”。

早在2013年9月，德州市
政府就曾下发106号文件，明确
要求晶华集团振华玻璃厂限期
整改，安装除尘设备。截至目前，
玻璃厂2号、3号线两个烟囱仍
长期超标外排污染物。

去年10月，环保部公开点
名批评包括德州晶华在内的多
个企业，在北京APEC期间未落
实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记者了
解到，APEC会议期间，德州晶

华并未停产，只减产了30%。
今年3月9日，德州市环保

局回应网友曝光德州晶华在
线监测数据超标时称，省环保
厅、德州市环保局分别对该企
业挂牌督办，先后给予该公司
3次顶额10万元行政处罚和加
征排污费的基础上，市环保局
将再次对该公司实施处罚并
限产治理，并派驻一名环保直
属分局副局长住厂督办整改。

3月20日上午，记者致电
德州市环保局，分管大气的污

防科科长张培勇回应，“德州
晶华超标排污不是一天两天，
有两年了，办了很多次了，都
没办成。”3月18日德州环保局
监测到的数据显示，德州晶华
氮氧化物浓度为2781毫克/立
方米，超标4 . 56倍。

张培勇说，“把问题拿到
公开层面，用法律手段来解
决，非常好。我们也很期待这
起案件能起到实质作用。能搬
迁就搬迁，不能的话至少也停
产一段时间，上齐环保设备。”

■屡查屡罚屡超标，APEC期间也没停产

德州晶华集团安监处一
名负责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企业已经按要求进行
整改，但还没整改完成。去年
投入了近3000万元，把除尘脱
硫安装上去了，而脱硝装置还
需要2000多万元，还没完成。

“我们也不愿意排放，但现在
平板玻璃这个行业，经济不
好，企业也挺困难，压力挺大。
整改也得有个时间，资金上我

们还得想法子贷款。”
据本报记者此前获得的

信息，德州曾试图将企业迁出
市区，迁往天衢工业园。早在
2014年7月，德州晶华副总安
吉文曾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
计划和中国建材合作，搬迁前
期的调研审计工作都结束了。
然而至今没有启动搬迁计划。
3月20日下午，记者试图再次
联系德州晶华相关负责人，却

被多方推诿，始终没有正面回
应。

据德州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人士称，德州晶华并非当
地纳税大户，但是在银行有四
五亿元贷款，由德州多家支柱
企业联合担保，“如果晶华倒
闭，资金链断裂，对当地经济
影响不小。”该人士表示，企业
目前确实面临资金困难问题，
还拖欠了员工几个月工资。

■企业曾表示要搬迁，至今没下文

德州晶华厂区内的
两根大烟囱，一根冒黄烟，
一根冒白烟。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低于限速20%以上

构成低速违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

《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18条等有关规定，同方向有二
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
为100公里；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
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
110公里，中间车道的最低时速为
90公里。如果实际车速低于最低
限速20%以上的，即同向二条车
道的左车道时速在80公里以下、
同向三车道最左侧车道每小时
88公里以下，中间车道每小时72
公里以下即构成低速行驶违法行
为。

德州高速交警支队相关人士
介绍，低速行驶不仅影响了高速
公路的行车秩序，降低了通行效
率，而且会迫使其他车辆从右侧
行车道、应急车道超车，致使造成
刮擦、追尾事故几率上升，特别是
在转弯、上坡路段极易引发恶性
死亡事故。该人士称，低速行驶是
高速公路的隐形杀手，在高速公
路上低速行驶会给后方车辆造成
视觉差距，认为前方车辆是“适当
车速”行驶的，等到距离近了刹车
也来不及。

德州高速交警支队民警正
在监控高速路上的一举一动。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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