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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慶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
會主席帕喬里合影。 被訪者供圖

「「如果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環境能如果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環境能
變好些變好些，，這個秀為什麼不做這個秀為什麼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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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慶陳法慶檔案檔案

幾番約訪後，記者終於在余杭區仁
和鎮見到了陳法慶。「我先帶你

們去看鎮上一家水泥廠，去年以來，我
多次向當地環保部門反映情況，可如今
水泥廠換了個名字，還在生產。」

率眾抗議 迫企業補償
說完，陳法慶開車拉着記者來到這

家設在村莊和馬路邊的水泥廠。記者
看到，這家水泥廠的下風口正緊挨着
村莊。天空灰濛濛的，戴口罩的年輕
人騎電動車快速經過，旁邊一座大橋
的欄杆上鋪滿了粉塵。陳法慶指着面
前的工廠說：「國家對水泥行業的衛
生防護距離規定是600米，可它和生活
區只隔了一條雙車道。」
為了讓這家水泥廠遷址，陳法慶率

領村上幾十戶人家聯名抗議，出面與
環保部門交涉。最終，該廠同意兩年
內出資上百萬元補償周邊村民。杭州
市餘杭區環保局出具的回覆也表示，
該區政府擬計劃在2015年前關停該水
泥廠。不過也有人向村民傳話，如果
陳法慶不介入的話，會賠付更多。

舉報污企 不畏拚刺刀
陳法慶家附近原來有很多石礦廠，

這些廠離他家有二三公里，但每天早
上起床後一抹桌子，一層灰。「我就
開始不停地舉報、投訴。我這個人，
做事一根筋，環保這條路，就越走越
深了。」
朋友曾勸陳法慶，做「環保鬥士」

往往沒有好下場。陳法慶說，他也知
道憑一己之力很難有所改變，但他還
是按照自己的個性做下去。「有人嚇
唬我，說再搞下去可能會坐牢，我
說，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人物都坐過
牢，比如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對我打
擊報復，反而能激起我的鬥志，保護
環境就是要拚刺刀！」
這些年來，被陳法慶舉報的污染企

業數不勝數，他因此接到很多恐嚇電
話，眼睛曾被打傷，家裡被人兩次縱
火。不過，平時對家人，陳法慶很少
提及環保的事情。陳的妻子患有糖尿
病，每天要定時輸液。為了不讓妻子
阻攔，陳法慶花錢打廣告都是「先斬
後奏」。

禍及親人 內心最難受
陳法慶語速很快，但說到養母時，他
稍微放慢了語速。家裡被縱火的那天，
養母正好在家，還好倖免於難。「後來
我媽對我說，她年紀大，燒死她無所
謂，讓我自己小心一點。聽到這話，我
跑到二樓大哭了一場。」陳法慶告訴記
者，這是他為環保流過的唯一一次眼
淚。說到這兒，記者看到他眼中有些濕
潤，低了頭。
「我希望，今後的環境狀態能回復

到小時候。那時候是藍天白雲，小水
溝裡有魚會來『咬』你的腳趾。當然
這只是一個幻想，能重現90年代的樣
子就不錯了。」 陳法慶這樣向記者描
述心中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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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污農抗污農民民：：
「你們採訪要收錢嗎？」這是

陳法慶在電話裡聽明記者來意後
問的第一句話。與記者見面後，
陳法慶就把打印好的個人簡介遞
過來。「我是首屆『浙江驕傲』

的第一名，馬雲還排在我後面。」他
語速很快，希望在最短時間內介紹完
他過往的經歷。每當說到一件具體的
「事跡」，他能迅速從不同抽屜裡找
到相關證明材料給記者看。

辦公室牆上掛着多幅陳法慶的照
片，或是參加各種國際環保大會，或
是與國際環保機構領導人合影。一副
環保廣告畫《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
己》，顯得十分醒目，他把這則
環保公益廣告做到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的舞台上。那是他的榮
耀時刻。

在他的辦公桌上，國內和國際主流
媒體的記者名片被摞成厚厚兩疊。

「每次國際上開環保大會，就有記者打
電話來採訪我。」

陳法慶可能是余杭區知名度最高的
農民，他的名字曾出現在小學課外讀
物、中國環境年鑒等多種書籍上。

有人指責他在作秀，陳法慶說：
「我認為，如果是為了這個國家的
環境能變好些，這個秀為
什麼不做？」

曝光、舉報、投訴、打官司……這是陳法
慶環保抗爭的基本套路，但是常常碰壁，很
是無奈。不過，在他看來，這些努力最終沒
有白費。
十幾年內來，陳法慶相繼起訴過區環保
局、省環保廳（局）和國家環保部。不
過，相關部門常常以「行政訴訟與起訴人
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不予受理」為理由，
把他擋在法律門外。
「民間環保NGO可以有起訴權，但這些
組織大多有官方背景，是政府批准的社團組
織。我接觸過一些環保組織，有的負責人會
偷偷打着我的旗號到國際環保大會上招搖撞

騙。」陳法慶告訴記者，他喜歡單打獨鬥，
不喜歡和這些公益環保組織合作，「我不想
成為一個被利用的工具。」
在陳法慶看來，個人不能起訴污染企業，
這是中國公益訴訟的缺陷。每當他要需要舉
證一家企業排放污染的程度時，環保部門往
往不會配合出具環評報告。「要是真查出問
題，不就意味着環保部門自己監管不力嗎？
他們不可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儘管屢屢碰壁，陳法慶認為，自己的努力最

終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在我不斷的舉
報和起訴下，畢竟有很多污染企業被關停了，
我能看到這些結果，就算敗訴，也值得。」

■英國前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給陳法慶
頒發「綠色環球英雄獎」。 被訪者供圖

■陳法慶的辦公室裡，外媒刊物隨處可
見。

■陳法慶的名字出現在小學課本和外媒
報紙上。

拒NGO利用 寧單打獨鬥

陳法慶曾嘗試創辦環保公益網站，以「農民
陳法慶」註冊，僱了兩個人做更新維護工作，
希望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幫助環境污染的受害
民眾解決困難。但效果並不理想。
「我當時想得很天真，先通過網上曝光污染企
業，再整理成材料供當地環保部門查處。」但據
陳法慶自己統計，幾年下來，向所屬地有關部門
投訴了200多次，真正得到反饋的只有5次。陳
法慶說，國家信訪條例規定三個月內必須要回
覆，可是當地有關部門根本不當一回事。不得
已，網站去年6月關閉，現在的首頁內容是

「魔獸世界」的鏈接。
不過，網站關閉後，上門求助的人並沒有
減少，他們把陳法慶當做救命稻草。陳法慶
用自己有限的法律知識，教他們如何寫舉報
信、起訴書。
但這些求助者大多集中在徵地拆遷上，關

於環保的最多只佔到10%。陳法慶說，很多
人以為他什麼都懂，實在幫不上忙的時候，
反過來指責他。「這種人見得多了，有什麼
辦法呢。」陳法慶把這些統一稱為「道不同
不相為謀」。

「道不同不相為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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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間環保人士大多無權無勢，借助媒體製造輿論，成為他們推動環保的重要途徑。農民出

身的浙江小老闆陳法慶就是這樣一位環保志願者：十幾年來先後投入150餘萬人民幣，在《人民

日報》、《華爾街日報》等賣環保公益廣告，以至被質疑做秀，他回應：「為了環保，做秀又如

何？」事實上，他經常接到恐嚇電話，眼睛曾被打傷，家裡兩次遭縱火，但他不畏拚刺刀，「只

要看到結果，值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策劃 潘恆、茅建興 杭州報道

■■昔日渾濁的溪昔日渾濁的溪
水已經清澈水已經清澈。。

陳法慶被稱為中國環保公益廣告第一人。
初中未畢業的他，從當地電視台起步，把環保
公益廣告做到了《人民日報》、《經濟學
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境內
外有影響力的媒體上。據他稱，這些年，在環
保公益廣告上，他先後投入150餘萬人民幣。
與很多環保人士不同，陳法慶經濟條件並
不困難。他原先有一輛奧迪轎車，後來聽了
朋友的提醒換了一輛小車。自從14歲輟學

後，他先後做過家禽養殖和船舶運輸生意，
後又生產礦山機械配件，十幾年下來，已是
一個富裕的小老闆。
但是為了環保，他又打廣告又投訴，成了
當地的「麻煩製造者」。據他說，現在靠着
和朋友合夥開廠做點小生意，一年下來固定
收益在十萬元人民幣。原本打算承包一個貨
運碼頭和電子遊戲廳，但相關執照卻遲遲批
不下來。

生意執照遲遲未批

■■陳法慶認為這家水泥廠陳法慶認為這家水泥廠
選址不對選址不對。。 潘恆潘恆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