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廢傾長江 驚現非法產業鏈
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污染 數量巨大

香港文匯報訊 長江被譽為中華民族母親河，其水質關係到

沿江億萬民眾飲水安全。內地媒體近期調查發現，有不法分子

在長江安徽銅陵段，將大量危險廢物傾倒於長江堤壩內，由江

浙滬至皖沿江非法轉移危險廢物等工業垃圾的「產業鏈」浮出

水面。僅近3個月以來，公安機關查證非法傾倒安徽省內長江

水域和查獲攔截的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就達上萬噸。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元旦前
夕，在長江安徽蕪湖、銅陵段

發現，長江沿岸漸成工業垃圾承接
地，部分危險廢物直接傾倒長江。
在位於銅陵市義安區的長江堤壩內
的一處傾倒點，有大小不一的土
堆，顏色呈紅色、黑色、白色，刺
鼻的氣味隨風飄來。

長江「受傷」非個案
「去年7月，我局接到工業垃圾非

法傾倒長江的舉報，民警立即來到
這裡，因汛期來臨，現場被江水淹
沒，無法勘查。」長江航運公安局
蕪湖分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姜波
說，洪水稍退，民警赴現場航拍勘
驗，現場提取紅褐色土壤送往專業
機構鑒定，經鑒定為國家危險廢
物——酸洗污泥，隨後，該局以污
染環境案立案偵查。
據悉，去年5月，浙江籍疑犯涂某

某、李某某在未向當地環保部門報
備、未取得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的情
況下，夥同浙江嘉善一家螺絲有限
公司姜某某、銅陵籍疑犯汪某某，
非法將62.88噸酸洗污泥從嘉善運到
安徽，傾倒在長江堤壩內。
對於涉及的污染環境案，該公司
負責人表示，酸洗污泥以前是按一
般固廢進行處置，2016年8月才被列
入危廢名單，但交接階段公司未能
及時改變處置方式，在酸洗污泥處
理這塊可能有疏漏的地方，沒完全
處理到位。
長江「受傷」並非個案。近3個月

以來，公安機關在長江銅陵、馬鞍
山段查證的工業垃圾達上萬噸，其
中非法傾倒安徽省內長江水域的危
險廢物和固體廢物超2,700噸；查獲
攔截非法運輸處置工業垃圾等8船
7,000餘噸。安徽環保部門組織對其
中7條船和2個傾倒點的固體廢物檢
測表明，初步可以判定是危廢。

污染「轉移」組織化
一位縣環保部門負責人說，「我們
這裡、馬鞍山、銅陵、蕪湖、宣城等
地方都出現了跨省傾倒問題。」

據了解，非法「產業鏈」由運
輸、接收、傾倒等環節組成，每個
環節分工明確，有的貨主、運貨
人、接貨人甚至互不見面，聯絡主
要靠移動網絡，給查處增加困難。
在江浙等地，有的不法分子對污染
源、接收點、傾倒點「了如指
掌」，中間人聯繫貨源公司、收貨
方，再聯繫車、船和卸貨地點，有
組織地向欠發達地區「轉移」。
參與運輸固體廢物（幾種污泥混
合物）的多位船主表示，這些污泥
在貨物裝載地要「拼裝」，並「看
風頭」隨時更換接收點。「哪裡查
得不緊就往哪裡去。」一位高姓船
主說，他的900噸污泥裝了兩天多，
這家企業幾噸，那家企業幾噸，拼
滿了就走。
危廢轉移「產業鏈」盯上長江水
道，主要物流工具是車、船，以船
舶運輸為例，一艘少則數百噸，多
則上千噸。近三個月來，公安機關
在長江安徽段查證的工業垃圾達上
萬噸。
在銅陵市一處江灘傾倒點可以看

到，有個水塘被工業垃圾填埋得只
剩下一小塊，旁邊白色工業垃圾隨
處可見，到處散發刺鼻的污泥味。
「這裡是長江江灘，已查實傾倒的
固體廢物2,700餘噸。」辦案民警
說，汛期會被江水淹沒，現在枯水
期污泥堆積就有幾人高，這是常年
累積形成的，堆放在此的固體廢物
數量，遠超已查實的數量。
發達地區多地向欠發達地區沿江

多地「轉移」污染。此次查處的上
萬噸工業垃圾，涉及江浙滬皖的嘉
興、無錫、蘇州、銅陵、蕪湖等地
污染源、傾倒點和接收點。安徽環
保廳相關人員表示，滯留在長江的8
船，貨物裝載地的碼頭位於江蘇、
浙江和上海。
「現在網絡平台上仍有人需要運

輸尾泥（污泥）。」在長江銅陵段
被查獲攔截、仍滯留的一位船主
說，他是在江蘇一家碼頭裝的尾
泥，他知道周邊一些地方也在裝卸
尾泥，貨物大都運到長江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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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做 好 長
江大保護，斬
斷 污 染 「 轉

移」長江的黑手，應加強省際、部
門聯動，及時將滯留在長江上的
「生態炸彈」處置到位。當務之急
是政府部門出面統籌，協調、聯繫
有資質的檢測機構，將「生態炸
彈」的具體成分鑒定清楚，以便於
妥善處理。

對於跨省傾倒垃圾案件頻發，業
內建議，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加以
防範。

注重疏堵結合，從源頭開闢工業
垃圾處理渠道。在東部沿海地區，
垃圾跨省傾倒背後的一個原因是，
當地匱乏的垃圾處置能力與發達的
工業生產之間的矛盾。位於浙江一
縣級市的一家絹紡企業總經理認
為，有關政府部門應積極推動垃圾
處理項目建設，在環保部門早已禁
止企業使用自行焚燒、填埋等手段
處理垃圾的情況下，及時打開垃圾
處置的正門，而不是讓堆積的垃圾
影響企業正常生產。

順藤摸瓜排查取締非法污染源、
傾倒點和接收點。王琪等人表示，亟待開展
沿江地區大排查，追蹤污染隱患點，懲處違
法犯罪活動，並加強環境損害評估和治理力
度，確保一江清水東流。

另外，因跨省傾倒涉及多個監管部門，污
染源頭企業、運輸公司、環保服務公司、傾
倒點接頭人等情況繁雜，移出地或接收地單
獨調查處理難度大。因此，要構建污染跨省
轉移的監管閉環。

基層環保幹部呼籲，工業垃圾移出地和接
收地應加強聯合執法力度，從事前監管到事
後查處形成合力，移出地嚴格把握垃圾流
向，加強監管內河碼頭跨省出貨，杜絕「只
要不被發現，就事不關己」心態；接收地應
嚴控碼頭入口，對工業垃圾處理情況全程跟
蹤，一旦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共同斬斷污染
「轉移」長江的黑手。

■《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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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去年城鎮新增就業逾千萬
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任務繁重

在工業垃圾跨省傾倒背
後，唯利是圖催生非法
「產業鏈」，涵蓋多個環

節，每個當事人都有「好處」。此外，相關
法律法規未被嚴格執行，監管薄弱也是重要
原因，而部分職能部門溝通協作難也制約了
查處力度。
據辦案人員介紹，浙江這家公司與杭州一

家公司簽訂了危廢處理協議，每噸處理價為
1,650元（人民幣，下同）。為了「節約」成
本，他們找了個體中間人，按每噸約200多
元的費用，層層轉包傾倒在江灘上。

法律法規執行不嚴
卸貨快、價格高。在長江上被查獲攔截的

一位船員說，他平常運廢鋼等散貨比較多，
尾泥（污泥）是第一趟，他看中了尾泥運輸
時間短、價格高等特點，因為廢鋼一噸26
元，尾泥一噸要高3元，而且聯繫人承諾到了
碼頭就能卸掉，其他貨物有的要1個多月。
除利益驅使外，不法分子盯上長江的一個

原因還在於，與陸路車運相比，水路船運隱
蔽性強、相對便宜、而且便利性強，傾倒點
可以機動調整，造成辦案取證難。
部分環節涉嫌程序造假。一位辦案民警

說，他到浙江污染源所在地調查發現，非法
轉移污泥在當地是公開的生意，不少中間人
打着環保服務公司的旗號。

相關法律法規未被嚴格執行。中環協工業
固廢與危廢處理專委會主任王琪認為，我國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對跨省轉移
固體廢物已有規定，近期長江安徽段查處的
案件表明，有人受利益驅使，不惜鋌而走
險，給監管提出嚴峻挑戰。

監管薄弱查處難
沿海地區工業發達，固廢產生數量驚人，
但正規企業處理能力不足，一些固廢便走入
「後門」。環保局負責人介紹，該地區有焚
燒廠，但只能消化約30％污泥，70％由環保
服務公司來消化，而此類公司不少是無資質
的中間人，有的不在環保局、工商局備案，
可以講是「失控」的，這導致污泥的一個去
向便是地下「產業鏈」。
監管薄弱備受關注。安徽某地環保局相關

負責人表示，污染產生地環保部門的監管是
缺失的，企業產生這些東西，到哪去，環保
部門應該有掌握。企業固廢或危廢從江浙地
區運輸到安徽接收落地的這一過程，管理部
門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閉環。
部分職能部門溝通協作難也制約了查處力

度。據了解，在對相關污染環境案件初查
時，民警前往涉事地市區兩級環保部門，請
求介入調查，當地環保部門卻遲遲不給明確
答覆，增加調查取證難度。

■《經濟參考報》

環保「漏洞」：
當唯利是圖碰上監管失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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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海關破億元粵港紅油走私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何德花
福州報道）處於對台前沿的福建省去年在
GDP方面交出了一份還算不錯的成績單。
昨日上午開幕的福建省第十三屆人大一次
會議上，代省長唐登傑公佈，2017年福建
GDP增長8.1%，首次突破3萬億元達到
32,298.2億元（人民幣，下同）。
早在 2009 年，福建即提出了 2020 年
GDP超台灣的計劃。近年來，福建GDP
均保持在 8%以上增速，而台灣今年

GDP 預測增速為 2.64%，或達 3.72 萬
億。按照今日唐登傑宣佈的 2018 福建
GDP8.5%左右的增速目標，福建2018年
GDP 或將達到 35,043.44 億元。照此增
速，福建於2020年GDP超過台灣或「不
是夢」。
囿於對台因素，福建過去經濟增速緩

慢。上世紀80年代初，福建GDP僅台灣
1/40，上世紀 90 年代初為 1/13，即使
2013年也只是台灣2/3。唐登傑表示，過

去五年福建在全國發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
用進一步凸顯。今後五年，福建將用好用
足中央賦予的先行先試政策，打造一流的
營商環境，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深
化閩港閩澳經貿合作，緊密聯繫和團結更
多閩籍海外鄉親。「福建將以中央對台大
政方針為指引，繼續深化閩台各領域交流
合作，為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服務祖國統一大業作出更大貢獻。」唐登
傑說。

唐登傑透露，福建將啟動「台商台胞服
務年」活動，推廣台胞權益保障聯席會議
機制。另外，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海底管
道施工已全部完成，將完成向金門供水建
設。
報告顯示，目前有43家台灣百大企業在

閩投資，實際利用台資74.5億美元，閩台
貿易額2,377.6億元人民幣。福建已是內地
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數量最多的省份，達到
12家。

閩去年GDP首破3萬億 2020年或超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廣州海
關獲悉，近日，廣州海關聯合警方和
打私部門，在廣州、東莞等地開展代
號為「8．29」的抓捕行動，成功摧
毀了一個以劉某為首、涉嫌利用粵港
澳流動漁船走私紅油犯罪團夥。據
悉，以劉某為首的走私團夥，短短兩
個月間走私紅油1.6萬噸，涉案高達1
億元（人民幣，下同）。

漁船「螞蟻搬家」走私
「紅油」為香港特區用於工廠、國

際航行船舶的免稅柴油，因添加紅色
染料呈現紫紅色又被稱為「紅油」。
由於免稅優惠，與大陸柴油存在一定
差價，一直是禁而不止的「熱門」走

私商品。
去年年底，廣州海關緝私局根據情

報發現珠江口水域粵港澳流動漁船走
私紅油活動有抬頭趨勢。通過大量線
索摸排，一個以劉某為首的紅油走私
團夥浮出水面。去年12月28日，廣
州海關緝私局在摸清基本情況後，組
織近百名緝私民警從水、陸兩路分成
20個行動小組，在劉某團夥成員所在
地和走私油船過駁地附近集結，準備
實施抓捕。由於走私紅油過駁現場位
於隱蔽河岸邊，狡猾的走私團夥沿路
僱傭「看水客」對陌生車輛保持高度
警惕，抓捕組為不打草驚蛇，從上午
開始就躲藏在密不透風的貨櫃車廂裡
和附近民用漁船中。
傍晚6點，十幾艘裝滿走私紅油的粵

港澳流動漁船逐漸集結在目標水域準備
卸油。收網時機成熟，抓捕小組直撲目
標，現場查扣流動漁船9艘、走私紅油
400噸，現金66萬元。抓獲走私嫌疑
人 6名、涉案船員12名。經審查，劉
某團夥採取家族式經營，以粵港澳流動
漁船做掩護，從香港採購紅油到偷運進
境、脫色銷售再到地下錢莊轉款「一條
龍」操作，作案手法非常專業。且反偵
查意識非常強，每艘流動漁船單次偷運
紅油案值均低於刑事打擊標準，以「螞
蟻搬家」方式進來後「匯零為整」偷運
上岸。僅案發前短短兩個月，劉某團夥
就涉嫌走私紅油1.6萬噸，案值高達人
民幣1億元。
目前，該案已由廣州海關緝私局刑

事立案，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昨日表
示，中國2017年就業形勢穩中有進，全國
城鎮新增就業1,351萬人，四季度末，全國
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城鎮失業人員再
就業558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77
萬人，「均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盧愛紅表示，中國今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

達820萬人，「數字是非常龐大的，任務非
常繁重」。他表示，官方將多方面拓展就業
渠道。指導地方落實完善促進高校畢業生就
業創業的政策措施，加強就業與引才政策的
統籌，擴大畢業生基層就業、企業吸納、社
會組織就業、新就業形態等各類就業機會，
實施高校畢業生基層成長計劃，進一步暢通
就業渠道。

■官方將多方面拓展就業渠道，指導地方落
實完善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的政策措
施。圖為本月10日在西安舉行的招聘會。

資料圖片

■長江屢屢「受傷」，累積下來的污染物數量巨大。圖為一位工人在長江蕪湖段岸邊清理垃
圾。 資料圖片

■廣州海關緝私警察從現場查扣的涉嫌運輸走私紅油油管
車內依法抽取的走私紅油樣品。 廣州海關供圖

■有不法分子在長江安徽銅陵段，將大量危
險廢物傾倒於長江堤壩內，由江浙滬至皖沿
江非法轉移危險廢物等工業垃圾的「產業
鏈」浮出水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