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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苍南 12月 21日电 （记者
徐齐 通讯员 蔡运近） 嘉利达（苍
南）明胶有限公司，是由全球最大的
明胶生产企业集团——德国嘉利达
集团全资投建的生产企业，同时也是
苍南当地的纳税大户，去年纳税
1300多万元。但就是这样一家大型
外资企业，被曝存在生产废水直排鳌
江、非法倾倒有害废渣等问题。

对此，温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市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做出指
示。12 月 16 日晚上 9 时，苍南县召
开紧急会议，连夜研究部署对嘉利
达污染问题的处置。当晚，苍南有
关部门控制该企业负责人、部门负
责人等14人，其中2人已被刑拘。

在“五水共治”重拳打击非法排
污的背景下，这样一家大型外资企
业为何敢非法排污？被曝光后的处
置状况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来到企业所在地进行采访。

企业方：
排污现异常，绝非有意偷排

苍南嘉利达有限公司位于龙港
湖前塑编工业区，紧邻鳌江。今天
上午，记者来到公司旁的鳌江防洪
大堤时观察到，江水已恢复正常，空
气也无异味。企业正被停产整顿，
厂区内没有了往日的机器轰鸣声。

12 月 12 日，群众举报苍南县龙
港镇双龙村有企业把冒着白色泡沫
的污水直接排入鳌江，现场散发着
刺鼻的气味。当地环保局工作人员
接到举报赶到现场，发现附近的嘉
利达有限公司正在生产。打开工厂
内某个窨井盖时，工作人员发现污
水正通过雨水管网排入鳌江。

德国嘉利达集团中国区人事总

监袁令凤告诉记者，在获悉此事后，集
团总部非常重视，立即从上海派遣了
危机处理小组进驻苍南企业，自查事
件原因，并配合政府做好整改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我们企
业有意偷排。”袁令凤说，在 10 日左
右，企业内即有员工发现雨水管的
排污出现异常现象，但因经验不足，
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此，她表示非
常遗憾，并坦言企业确实存在着管
网老旧、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德国嘉利达集团的全球技术顾
问、德国人扬·斯梅特（Jan Smet）向
记者表示，企业被曝出非法排放时，
他恰巧在新西兰。13 日，当他赶回
苍南时，鳌江上仍有不少白色泡沫
状的漂浮物。他和同事随即进行了
取样。“我们化验后发现，这些白色
泡沫状物质正是我们的明胶产品。”
扬说，明胶市场价格很高，因此不会
是企业有意排放的结果。

“对我们企业方而言，这次非法
排污事件损失的不仅仅是每天数十
万元的停工成本，更重要的是在中国

市场的信誉。”扬说，嘉利达集团非常
看重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和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将尽一切努力
配合，希望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据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嘉利
达（苍南）明胶有限公司是外资（德
国）独资企业，主要生产明胶及工业
油脂。2013 年生产食用明胶 3850
吨。该公司建有 1 座日处理能力
4000 吨的污水处理设施，排污资质
证件齐全。

环保部门：
雨水管网多处渗漏，确定
初步整改方案

据了解，事件曝光当日，苍南环
保部门即责令企业停产，同时对企
业有关设备进行了查封。随后的几

天里，环保工作人员对企业每个管
道以及其他设施都进行了地毯式的
排查。

“我们发现，厂区内雨水管道、
挤胶车间、水膜储存、冷凝水等 7 处
地方存在渗漏，正是这些渗漏使污
水进入了雨水管道，进而排入鳌
江。”苍南县环保局龙港分局局长肖
建峰说。

根据废水监测结果，该企业雨
水管排污口 COD 浓度为每单位 554
毫升，而企业生产废水未处理前大
约在 1 万毫升，因此，基本排除企业
生产废水直排。但这一 COD 浓度
指标仍远高于排放标准（标准为每
单位 100 毫升左右）。大量含氨氮
的废水排放，虽然没有毒性，也会对
河水造成污染。

此外，该企业每日产生污泥约
15 吨，委托温州市金玲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用于制作生产肥料。经调
查，温州金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接收该企业污泥后，擅自将混杂着
猪毛皮等垃圾的污泥倾倒在龙港时
代大道以北的海涂围垦海城段，共
有28吨之多。记者来到海涂围垦海
城段时，这些废料已基本清运完毕。

“我们已经向环保部门提交了
一个初步整改方案。”袁令凤表示，
他们所提交的整改方案包括废气、
废水、废渣、内部管理等四方面的整
改内容。苍南县环保部门表示，12
月 22 日将请环保专家对此方案进
行论证，整改内容通过后，再由厂方
付诸实施。

嘉利达非法排污受查处

记者来到海涂围垦海城段时，这里的废料已基本清运完毕。

民情同期声

12月21日下午，在
宁波天一广场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出现一支格
外引人注目的“羊头兔
冠”队伍。据了解，他们
是由该市志愿者组成的

“羊年来到、少放鞭炮”
迎新年环保宣讲队。他
们走进商区，通过这一
行为艺术的公益活动方
式，吸引广大市民参与
互动，倡导过个欢乐祥
和的环保年。

本报记者 吴晓鹏 摄

志愿者上演环保志愿者上演环保““秀秀””

滕昶

笔 者 一 位 朋 友 最 近 非 常 堵
心。她通过微信朋友圈，在许久不
联系的同学那儿买了一件首饰。
可是到货后，她发现首饰有瑕疵，
于是便想退货。由此，她进入了一
种既苦恼、又尴尬的境地。“因为是
熟人，对方不同意退货我也不好意
思硬退。虽然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可被熟人‘坑’了，心里还真有点不
是滋味！”

随着微信朋友圈作为社交工具
的日渐流行，通过朋友圈售卖商品
的“微商”开始逐渐出现在大家的手
机里。因为微信里大部分是好朋
友，“微商”这种通过熟人做生意的
方式，一开始的确博得了很多人的
信任。另一方面，和在淘宝开店相
比，在微信上卖东西的门槛更低，操
作也更方便。因此，很快就吸引了
一批“卖家”。

然而，一些消费者很快就发现，
在微信上找朋友买东西，似乎也并
不是那么靠谱。早在今年 5 月，就
有媒体曝光过消费者在朋友圈里买
到假货的事。相对而言，正规的电
商平台，由于有着完善的支付、投诉
和维权的渠道，即使买到假货，也有
希望通过正规的维权渠道，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但是微信朋友圈最初
就是一个社交工具，并不具备完善

的商品交易功能。一旦发生交易纠
纷，消费者往往十分被动。而笔者
那位朋友，更是一语道破在朋友圈
买到假货的无奈：“都是朋友和熟
人，我也不好和对方撕破脸，只能自
认倒霉，以后多长个心眼了。”

“微商”作为新生事物，给了很
多普通人创业的机会——通过发布
几张照片，写一段产品介绍，就能简
单地将“朋友圈”变成“生意圈”。只
要产品质量靠得住，“微商”不失为
一种双赢的模式，卖家既能赚钱，又
能在朋友间建立起良好口碑。

目前，有一些商家也开始瞄上
“微商”的市场。他们通过招揽代理
商的方式，招募微信用户在朋友圈
里发布、销售产品。一旦有人通过
代理商的朋友圈购买了产品，该代
理商就能赚到中间差价。因此，一
旦有商家在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作
为代理商的“微商”也就相当于帮助
不法商家，同时坑害了自己朋友圈
中的熟人。

事实上，腾讯公司自 2013 年下
半年起，就已经封杀了部分微商。
今年 5 月，微信方面更是提出，不鼓
励个人微信号进行销售，有此需求
的用户可通过公众号进行。

在成为一名“微商”前，请先想
想自己的产品品质是否过硬。不要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透支了自己
和周边亲友的感情。

微商，请勿透支感情

本报杭州 12月 21日讯 （记者
张丽 通讯员 郑冉） 12 月 22 日是
冬至，周末两天，杭州迎来扫墓高
峰，人流量达40.7万人次，与往年的
冬至扫墓高峰相比有所下降，并且
献束鲜花表心意，祭祀的环保风也
更浓了。

在南山陵园门口，早上 6 时许，
卖鲜花的摊贩们就把准备好的鲜花
都拿出来，排列得整整齐齐。鲜花的
价格从25元到10元不等。“与去年的
价格差不多。”经过比较，来扫墓的林
先生选购了一盆15元的鲜花。

除了现场买的鲜花，以往扫墓
必备的祭祀食品、蜡烛、纸钱，林先
生都没有带。“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
再带这些东西了，烧纸钱、点蜡烛不
环保。”林先生觉得，冬至扫墓讲究
的是一份心意。

今年冬至期间，南山陵园还推
出了“鲜花换纸钱、蜡烛”活动，广播
也一遍遍地播放着“注意用火安全，
小心使用火烛”的温馨提醒。在南
山陵园连绵不断的扫墓大军中，大
大小小的鲜花花篮，已成为最常见
的祭奠用品。

周末杭州祭扫人流40万人次

献束鲜花表心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翁云骞 通
讯员 方才军 李玲） 打开浏览器，
进入淳安县望湖社区网站，登录在
职党员服务页面，党员志愿者小朱
领取了捐赠图书和治安巡逻两项任
务。“信息化管理就是不一样，方便、
快捷、高效。”小朱说，有了这个智慧
平台，不需要亲自到社区，就能认领
服务项目，上门为居民服务了。

“望湖社区有在职党员 757 名，
如果一个个到社区来报到、登记、反
馈，社区工作者根本忙不过来，有了
这一智慧平台，不仅环环紧扣，而且
简单方便，减少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到社区领服务项目，到社区盖章
等繁琐环节。”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在职党员在社区智慧平台，点
击服务菜单，认领服务项目，并在服
务以后通过信息平台反馈给社区。
同时，居民也可以进入智慧平台，对
在职党员服务情况进行监督和满意
度评定；社区则对在职党员上门服
务情况进行抽查、认证、登记，从平
台导出并制作成反馈单，通过党政
网报组织部、机关党工委和所属单
位，达到社区在线联系、党员在线认
领、居民在线监督的三方联动效应。

据统计，今年以来，淳安千岛湖
镇 2200 余名党员通过“智慧平台”
认领并完成 2800 多个服务项目，进
一步发挥了机关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淳安 党员上网认领服务

（紧接第一版）网埭港村曾是嘉善县
重点整转的软弱涣散村之一。面对
治水拆违、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的

“硬骨头”，村两委班子一度束手无
策。嘉善县委负责人联挂网埭港村
后，先后 8 次驻村指导，协调解决问
题、理清思路，帮助落实 3 个强村计
划项目，预计每年可增收 80 多万
元。村里已经拆除违法猪舍 6 万余
平方米，为转产转业养殖户开展了
15 次培训。现在，不仅村容村貌大
变样，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也
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提升。

为 帮 助 基 层 党 组 织“ 强 身 健
体”，嘉善县排出的 7 个软弱涣散村

（社区），都有县领导挂点、县级部门
帮扶、镇（街道）组团帮助整转；20 个
相对薄弱村作为镇（街道）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领办项目，推进整顿转
化。

让百姓叫好——

换位思考民情 真心服务群众

前段时间，惠民街道优家村的
联村干部与村干部来到村民顾三观
家走访。“大事没有，只是村里的电
子屏幕坏很久啦，大家没法在那里
看戏了。”老顾反映的情况被干部们
输入“民情在线系统”。没多久，民
事交办单送达村里，村里很快又响
起了久违的戏曲声。

换位思考民情，更要跑步服务
群众。通过整改落实，基层党组织
把服务群众作为自觉追求和基本职
责，切实把政策和服务落实到基层
末梢。嘉善在整改中建立了县、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的“民情
在线系统”，分析民情，办理民事。
全县 8.2 万户农户，6000 多名党员干
部都网罗其中。

记者在登陆系统看到，张张“民
情晴雨表”一目了然，干部将走访的
农户情况按照“晴、多云、阴、雨”4 种

“气象”进行标注，对收集到的问题
及时分类梳理、交办督办。截至今
年 12 月 19 日，共收集民生需求 6.17
多万件，已办结 6.08 多万件，办结率
约为98.5%。

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群众满
意是第一追求，以整改行动回应群
众所期所盼，以落实情况检验整改
效果。嘉善城区炮台口铁路涵洞瓶
颈引致的交通拥堵问题，已是当地
群众喊了多年的大难题。在整改落
实中，县委、县政府组织的攻坚队忙
碌起来，因为涉及铁路保护区，一次
次与上海铁路局对接，并取得他们
的支持，同时展开了项目的前期准

备。“春运过后，工程就能启动，预计
下个春运前完成。”县住建局负责人
与记者高兴地说起这个好消息。

对于干窑镇范东村王家浜自然
村村民叶雪明来说，还有个好消息：
儿子分户建房的申请批下来了，新
房明年上半年就能开建。叶老的两
个儿子成家生子后就一直住在他的
老宅里，约18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挤
了8口人。

多年来，因为农民建房通道不
畅，众多无房户、危房户的刚性建房
需求无法满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
生活和工作，群众怨声载道。嘉善
将解决农民建房问题列入整改的

“十大实事惠民工程”。目前，嘉善
对 104 个村的村庄规划进行优化调
整，截至今年 10 月底，已为 780 多户
农民解决了建房难题。

干部与群众心连心，群众才会
与干部手拉手。望着快结顶的嘉善
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姚庄镇界泾
港村党总支书记高雪源感慨万千。
在少数环保项目被误读的大背景
下，高雪源对于项目落户村里，也曾
忐忑不安。

镇、村组织周边村民代表分3批

共100多人到海宁、昆山的垃圾焚烧
发电企业，实地了解生产情况、周边
环境；先后召开 6 次座谈会，沟通交
流项目情况，征集群众意见；邀请专
家进村解答村民疑问；解决被征地
村民搬迁安置、养老等后顾之忧；加
大对村集体投入力度，改善基础设
施建设⋯⋯正是一桩桩民生事办到
实处，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最终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涉及 71 户
农民、93 亩地的征地工作在 3 天内
顺利完成。

为基层助力——

两手抓两促进 持之更要以恒

一手抓整改，一手抓发展；一手
抓经济，一手抓平安。这是嘉善教
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的真实写
照。

夜幕降临，天凝镇东顺村官楼
港河畔，前来散步的村民渐渐多起
来。谁能想到，清澈的小河，几个月
前还是一条远近闻名的“牛奶河”。
无序生产、污水直排的喷水织机就
是“罪魁祸首”。

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致富不能破坏绿水青山，一场全县
范围的铁腕整治就此展开。全县 5
座喷水织机联合污水处理站已建
成，4736 台喷水织机纳入集中处
理，还有两座预计明年 1 月建成，将
对剩余 1655 台喷水织机进行污水
集中处理，实现全县喷水织机污水

“零直排”。此次整治还腾退用地
约 200 亩，每年可节约用能折算标
煤 3.3 万吨、减少生产废水排放 645
万吨。

问题整改，不仅铲除了顽疾，更
为农村基层健康发展注入动力。过
去，有的村民对拆除违法养殖棚很
是抵触，但如今更多的村民拍手支
持。三里桥村党员竺建华带头拆了
自家 124 平方米的禽舍。在党员们
的带头示范下，村民们也纷纷拆了
破旧杂乱的猪棚禽舍。现在的三里
桥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猪村”，有
60 多户农民从“猪倌”转型为“桃
农”，发展生态农业和“庭院经济”，
村里环境美了，大家还赚起了“生态
钱”。村党总支书记沈林荣说：“种
黄桃其实效益不比养猪差，每亩收
入最高的有 3.5 万元。”村民们还成
立了乾贸黄桃专业合作社。

目前，嘉善已累计拆除违法猪
（禽）舍 128.9 万多平方米，生猪存栏
数从今年初的 37 万头削减至今年
12 月中旬的 13 万头，累计培训农民
5926 人次，共帮助 7472 户养殖户转
产转业至水稻、蔬果种植及二三产
业。

以制度刚性巩固整改成果，以
从严执行落实长效机制。嘉善持之
以恒，建立完善改进作风、科学民主
依法决策、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等
25 项制度，以及城乡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县镇村卫生一体化综合管
理、县域河道长效保洁机制等长效管
理办法 38 项。对于每一项整改事
项，县整改落实督查组每月至少开展
一次督查，并发挥社会力量，组织作
风评议团开展不定期的评议，对问题
整改进行动态跟踪和评估问效。

整改，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
在行动。通过整改落实，一份份“责
任书”正转化为一张张喜人的“成绩
单”：今年前三季度，嘉善 GDP 可比
增长 9.8%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3%，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4.4%，
规上工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13.1%，各指标增幅均列嘉兴市第
一。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今年 1 至 11 月，全县刑事警情
数比前 3 年下降 13%；前三季度命案

“零发生”，7 类严重刑事案件比去年
同期下降44.4%。

干部动起来 基层活起来

治水拆违大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