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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污水蓄积在水沟，未见处理设备

沿着加工厂的外围，星报记者绕了一圈

发现，生产过程中，从水槽中产生的污水，通

过一个排水口，蓄积在一个紧靠马路的狭长

水沟里，里面积满了生产废水，水质呈现出灰

白的颜色，里面夹杂着生产剩料，并且还伴有

严重的异味。在现场，星报记者并没有发现

任何污水处理设备。水沟两侧，堆积着大量

灰浆。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村里的一条水沟，

周围全是农田。生产污水最终流向何方，记

者不得而知。

据了解，该加工厂名为兴旺塑料颗粒加

工厂，负责人是一名姓武的年轻人。面对星

报记者的来访，武老板显得很淡定，“村里这

样的加工厂，好多呢，有的藏在偏远的地方，

你找都找不到。”

“水都是循环水，处理过的，也不会乱排

放，不会有什么污染，而且这旁边也没有田

地。”对于污水问题，武老板如此解释道。

同时，武老板承认在加工过程中确实存

在一些烟尘污染，但是不像居民反映得那么

严重，“像我们这种行业，气味肯定是有，但是

我们距离居民区较远，影响不大。”

坦承无照无环评，找到工人就生产

距离兴旺塑料加工厂约500米，还有一

家不知名的塑料加工厂，是武老板的叔叔家

开的，至今已有十年。

随后，星报记者来到这家塑料加工厂探

访，发现其内外部环境，与兴旺加工厂相比，

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当前并没有生产。

“年前就停下来了，主要是招不到工人。”

武老板的婶婶谢大姐告诉记者。

而在探访中，两家加工厂的负责人都坦

承没有合法手续。

“我们确实没有通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

响评估，因为本身就是小作坊式的工厂，听说

购置环保设备要几十万，我们也没有那个能

力。”武老板表示。

“营业执照以前也办过，但是这几年年审

都通不过，后来也就没办了。”谢大姐坦言。

“以前环保也来查过，还装了水回去化

验，但是没有问题。”对于有人反映污水污

染农田树木时，谢大姐则解释说：“可能有

一次因为回收的编织袋，可能是残留农药，

清洗后流入周边的田里，导致庄稼死亡。

平时这些水经过处理，排到旁边的水塘，鱼

儿和泥鳅照样活得好好的。而且你看，这

旁边庄稼不都好好的嘛。”

关停后再生产，在当地已成常态

采访中，星报记者了解到，这些塑料加工

厂首先从合肥废品厂收购来废旧编织袋，加

工成塑料再生颗粒后，卖给浙江温州的塑料

企业，再加工制成塑料制品。像这样没有合

法手续的塑料加工厂，当地有关部门也多次

查处。在武老板出具的一份肥东县环境保护

局文件中，其经营的塑料颗粒加工厂已经于

去年7月8日被责令停止生产。

该文件中称：“你单位未履行环评审批手

续，未建设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

‘三同时’验收擅自投产，‘三废’污染严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条规定，责令你单位接文后立即停止生产。”

既然已经责令停止生产，为何如今又在

生产？

“他们来查让他们查，要怎么搞就怎么搞，

他叫停，那我就停一段时间。但是，说实话，环

评肯定是不可能通过的，想整改也没办法整

改。”武老板向星报记者诉苦说，“投资花了五十

多万，才经营两年，本都没收回来。电费一个月

要1千多，工人工资低于3500没人来……”

星报记者还了解到，像这样的小型塑料

加工厂，在整个肥东县都很常见。

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杨店乡对存

在严重污染的9家塑料颗粒加工厂予以关停；

2014年10月，肥东县元疃镇在“六打六治”工

作中，关停了3家废旧塑料加工厂。此外，店

埠镇、白龙镇这样的加工厂都是或多或少存

在，从几年前至今，居民曾多次反映。

肥东县的非法塑料加工厂为何屡屡关停，又

屡屡死灰复燃？废物回收利用与环境污染的矛

盾，该如何协调？对此，市场星报将继续关注。

▲与厂房一墙之隔的水沟
内，污水被直接排出 ，周
围都是农田和道路。

▲加工塑料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回收的塑料编织袋

▲废气直接排出

被举报被关停，可依然生产

无照无环评，咋就关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