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本报报再再入入中中国国品品牌牌价价值值550000强强
名列第342位与去年持平，2016年品牌价值85 . 96亿元

本报讯 6月22日，世界品
牌实验室在北京发布2016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
报告。齐鲁晚报再次名列第342
位，与去年持平，2016年品牌价
值 8 5 . 9 6亿元，比去年增长
10 . 31亿元，增幅13 . 6%。

在这份基于财务、消费者
行为和品牌强度的监测报告
中，国家电网以3055 . 68亿元

的品牌价值荣登本年度品牌价
值榜首。占据榜单前五名的还
有腾讯(2875 . 92亿元)、工商银
行(2748 . 32亿元）、中国人寿
( 2 5 3 6 . 2 8 亿 元 ) 和 海 尔
(2218 . 65亿元)。榜单中前35名
的品牌价值超过了1000亿。

同去年一样，今年共有42
个山东品牌入围该榜单。山东
品牌前五强分别是海尔（第5

位）、青岛啤酒（第22位）、魏桥
（第63位）、雷沃（第76位）、海信
（第87位）。山东也成为仅次于
北京（105个）、广东（79个）的入
围品牌第三多省份。

有分析认为，北京排名第
一的主要原因是赢利能力强的
央企总部多集中于此，且这一
优势正在逐步变大。而广东则
由于坐拥广深两座一线城市，

云集了大量大型民企。
本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

品牌》排行榜中，共有包括食品
饮料、纺织服装、文化传媒、信
息技术、家用电器等在内的23
个相关行业的品牌入选。其中
食品饮料业依然是入选品牌最
多的行业，共有75个品牌入选，
占总入选品牌数的15 . 00%。入
选数量位居第二到第五的行业

分别是轻工(56个)、建材(42
个)、传媒(38个)、纺织服装(37
个)、汽车(37个)。

在传媒方面，齐鲁晚报和
同属大众报业集团的兄弟媒体
半岛都市报双双上榜，分别名
列第342位和第381位，品牌价
值分别是85 . 96亿元和66 . 59
亿元。这也是传媒行业中仅有
的两个山东品牌。（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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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叫停停在在建建的的，，铲铲除除不不达达标标的的
河北毒跑道作坊曝光，教育部、河北省称严肃查处责任人

作坊老板自知有毒
从不去铺设现场

经过几番打听得知，在河
北的保定、沧州一带，有几十
家生产这种塑胶跑道原料的
企业。这些企业长年向当地的
施工单位供货，施工单位承揽
当地或者省外以及包括北京
在内的学校操场改造工程项
目。大多数的塑胶跑道原料，
都是保定、沧州一带企业生产
的。

6月15日，记者在保定的一
个小饭店见到了施工队负责人
小潘。他介绍，想要挣到钱，关
键是做塑胶跑道的原料，他的
原料就是用废轮胎、废电缆打
碎之后做出来的，成本很低。

小潘的作坊位于保定市
区7 0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
隔着紧闭的大门，能闻到浓浓
的橡胶和化学胶水的味道。而
在厂区办公室的监控画面里
可看到成堆的废轮胎、工人们
晾晒的废弃物、切割橡胶的设
备、切割好的颗粒。

而在河北沧州的一个塑
胶跑道作坊周围，各种散发着
臭气的橡胶垃圾随处可见，现
场气味刺鼻。该作坊也是处于
一个普通的农村庭院内，院内
废弃轮胎、废弃电缆以及一些
叫不上名字的橡胶制品交织
在一起，堆起了一座座小山。
作坊张老板告诉记者：就是这
些橡胶垃圾制品，打成黑颗
粒，就成了跑道最底下的那层
配色了。

张老板介绍说，目前市场
上做塑胶跑道的原料，都是由
这些橡胶垃圾打成黑色塑胶颗
粒，现场施工的时候，张老板基
本不去，都是交给工人干。因为
这些黑色的塑胶垃圾和胶水混
合在一起，张老板知道是有毒
的。

毒跑道每平百元以内
鸟巢跑道是其10倍多

6月16日，保定市白沟镇一
所学校正在铺设塑胶跑道。在
学校的操场上，记者见到了此
前在塑胶垃圾生产窝点看到的

黑色塑胶颗粒。
施工队王队长表示，黑

胶粒哪儿产的都有，目前用
的产自保定。对于这些颗粒
的来源，王队长心知肚明。

“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基本上
就是轮胎，再有一个就是这
种橡胶棒，反正就是用的橡
胶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本来
都已经成了废品，他们再去
做成颗粒。”

施工开始之后，工人将铁
桶打开，很快，刺鼻的味道开
始弥漫在校园的空气里。现场
工人们混合胶水的比例很是
随意，整个施工过程没有任何
规范的标准，也没有校方和教
育部门人员进行监管。工人们
首先将胶水用滚子刷满水泥
地面，然后将混合了胶水的黑
色塑胶颗粒倒在水泥地面上，
按照8毫米的厚度抹平。这时
候王队长说，三天之后，他们
再把彩色的塑胶颗粒撒上去，
这条透气型塑胶跑道就算大
功告成了。

同时，王队长还说前不久
刚刚去北京做完一个跑道。当
时由于下雨，工期为15天。

塑胶颗粒的成分究竟是什
么，连施工的工人都不知道。他
们只是说，这些胶水是专门为
塑胶跑道特制的。但工人们特
地介绍说，胶水千万不能粘到
裸露的皮肤上，否则要及时清
洗，而且现场必须要戴口罩，胶
水气味呛人，闻多了头晕。

这样制作出的跑道，每平
米价格在100元以内，有的只要
80块钱，这其中还有一半的胶
水钱。而几天前发生事故的北
京平谷区第六小学的塑胶跑
道，价格都有近120元。而铺设
在鸟巢内的跑道，其每平米造
价则在1000块钱左右。

塑胶跑道不合标准
将一律被铲除

6月22日晚间，河北省沧
州市政府通报，要求立即组
成调查组进行详实核查，并
依法依规进行查处。目前，仅
盐山县就已排查出县内相关
生产企业9家。目前，对这9家
企业的生产设备及成品、半

成品、原料进行了查封，并进
行抽样检测。同时，对相关企
业人员进行控制。相关职能
部门将对排查出的生产企业
详细核查产品去向、原料来
源等情况。

而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产品质量监督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了关于

“毒跑道”的报道，正在开会
研究。该负责人介绍，现正在
开会研究相关情况及处理办
法。该负责人还表示，根据目
前掌握的情况，在河北省此前
的监督检查中从未发现过有
此情况。

22日晚，教育部也对此事
作出回应。一位负责人称，对教
育部门和学校有关人员在体育
场地建设过程中，因徇私舞弊、
玩忽职守等造成体育场地设施
不符合质量标准甚至“有毒”的
相关责任人，要坚决予以严肃
查处，决不手软。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
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经过环保、质监等
权威机构检验确认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塑胶跑道，要立即进行
铲除。

二是利用暑假期间，邀请
环保、质检等部门专业机构对
近期新建的塑胶跑道进行一次
检测和排查，并对其招标过程
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

三是立即叫停在建和拟建
塑胶跑道的继续施工，重新对
其招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
查。

据央视、新京报、法制晚
报、澎湃等

近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塑胶跑
道存在异味的报道成为关注焦点。调查发现，“毒
跑道”由“废轮胎、废电缆”工业废料做成，由北京
周边河北保定、沧州等地的私人作坊生产。而作坊
老板深知跑道有毒，从来不去铺设现场。对此，教
育部和河北当地政府也都作出回应：对责任人严
肃查处，决不手软。

在跑道铺设过程中，胶水与颗粒的比例全凭工人自己拿捏，现场没有任何监督。 央视报道截图

2255条条存存异异味味，，仅仅22例例不不合合格格
4年前的标准被指过时了

黑作坊里无序摆放的成堆的原材料，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央视报道截图

2015年9月至今，全国已有25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被报道存在
异味操场或异味跑道，均为塑胶场地，其中幼儿园和中学各为5
所，其余15所均为小学。而在公开报道中，经检测后显示相关指
标不合格或超标的，仅有2例。“明明有气味，检查却合格”，这种
问题频频出现，也让相关标准是否足够严格或滞后成为焦点。

现行实施的《合成材料跑道面层》于2012年5月1日正式实
施。这是迄今国内唯一一部关于塑胶跑道面层的国家标准，但仅
为推荐性标准。

该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师建华表示，随着行业发展和塑胶
跑道、塑胶操场在非专业运动场地，尤其是在幼儿园、中小学的
铺装面积大幅增加，现有作为推荐性指标的国标，已无法在低价
竞标的行业环境中为质量提供“兜底”保障，亟待更加严格、细化
的新标准出台。

今年5月，深圳市发布了《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
标准》。作为全国首部塑胶场地的工程建设标准，涵盖了材料控
制、施工质量控制、工程监理、工程验收等多方面。

深圳标准主编、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师任俊表示，在
深圳标准制定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将来按照这个标准合格，
但是产品还是有什么问题”的情况出现，气味评定法作为“兜底
要求”被写入深圳标准之中。

该评定方法对测点、评定方法等作出了细致规定，指出评定
高度宜距地面0 . 8米至1 . 2米。按分级，1级为“无气味”，2级“有轻
微气味”，3级“有气味，但无不适性”，4级、5级分别是“有不适气
味”“有刺激性不适气味”。 据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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