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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污染之苦 长江大学教授下跪求援

与钢铁厂的“战争”长达四年 污染钢厂已被责令停产

11 月 3 日傍晚，湖北荆州。 楚航特钢厂

终于停止了机器的轰鸣，沉寂了下来。

走进与钢厂相邻的长江大学校园，仍能

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煤焦味。 校园

广场上，一群老人正在和着温和的音乐跳健

身舞，学生们来来往往，人们似乎已对这种

让人有些犯恶心的气味习以为常。

楚航特钢制品有限公司，这家小型特钢

厂南面不过百米，便是长江大学西校区。

由于不堪忍受楚航钢厂对校园的废气、

粉尘和噪音污染，长江大学的数名教授于 11

月 2 日到荆州区、 荆州市政府上访投诉，要

求关停这家特钢厂。 教员们甚至采取了打横

幅、下跪等肢体语言表达诉求。

“钢厂刚搬到这里时， 和校区还有几百

米的距离，可是这 4 年，钢厂不断扩张，越来

越挨近校园。 ”一位参加上访的长江大学教

员告诉记者。

“每次一刮北风，钢厂的味道就飘过来，

一吸气人就恶心犯晕。 ”3 日傍晚，长江大学

校门口， 一位在此地开了 11 年饭馆的老板

向记者抱怨说，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 4 年。

在舆论的风暴中，11 月 3 日晚间， 荆州

市政府向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下午，荆州

区政府已对楚航金属制品公司采取了停电

措施，该工厂已停止生产。

逐臭抗争

埋首卷宗的教授们顾不上斯文了。

一位最近参与集体驱除臭味抗争的长

江大学教授介绍，以前楚航钢厂属于国有企

业时， 并不在临近长江大学西校区的位置，

而是在大学东校区。 由于学校师生对污染反

映强烈，最后政府将钢厂搬到了荆州古城西

边，建起来现在的新钢厂。

但滑稽的是，新建钢厂的南边恰好是长

江大学西校区。 2007 年厂区迁移后，煤焦味

在长江大学的东校区消逝了，但又在西校区

弥漫开来。 而这几年来，钢厂的规模一直在

不断扩大，隔着校园院墙外的一条河，对面

就是钢厂高耸的烟囱和轰鸣的厂房。

这位教授拿出了一叠资料，包括荆州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 环境保护局 2010 年对于

市政协金卫斌等三位委员提案的答复，同时

还有“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业

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材料。

这位教授说：“如果真按照这些材料来

执行，这个钢厂早就应该关门了。 ”

而事实是，臭味仍然无休无止。

据了解，这几年在教授们集体抗争逐臭

的过程中，钢厂依旧在正常生产，直到 11 月

3 日下午 5 点，迫于各方压力，钢厂才停工。

这一刻，师生们等了好久。 师生们对楚

航特钢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楚航公司”，

也称楚航钢厂）的举报，旷日持久。

据该校师生称， 楚航公司于 2007 年建

成初期，厂区与学校相距约 500 米，发展至

今，两者间隔已被压缩至 100 米左右，而该

公司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粉尘、噪音整天

弥漫于学校校园，致使“许多师生出现头痛、

白血病、咽喉炎等慢性疾病，难以坚持正常

的学习和工作”。

2007 年 10 月， 长江大学部分师生代表

实名向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举报，

其后又五次向湖北省和荆州市有关方面进

行了举报。 但此间楚航公司并未停产，反而

还扩大了产能。

2010 年 11 月 23 日，当地环保局针对学

生的举报回应称， 该厂排除废气的主要原

因，为其收尘装置未达到预期效果。

荆州市环保局在对上述举报回应的最

后提到，已要求群力楚航分公司进行采取有

效措施完善收尘装置、加强厂区环境管理等

两方面整改。

不过，长江大学西校区师生则称，即便

在荆州市环保局于 2010 年 11 月已要求楚

航公司整改后，该公司仍在排出有毒有害气

体，“熏得实在难以忍受。 ”

2011 年 3 月 31 日，荆州市 30 名高校师

生代表，第一次走进荆州区政府大院当场反

映问题； 此后又于 11 月初再次来到政府反

映情况。

@ 网络微评 @

@ 金艺： 那一跪

真是无比沉重， 却又

显得格外无力……

@ 秦建中： 都二

十一世纪了， 一群具

有现代意识的人却还

跪在政府楼前面，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

莫大的讽刺。 这

不仅仅是长江大

学教授和学生们

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权力

不会谦恭， 那么， 社会公众只能选择下

跪。

@ 南方都市报：辛亥革命都一百年

了，我们还在跪“父母官”……从“跪天跪

地跪父母”到“跪天跪地跪父母官”，历史

画出了一条悲怆的下滑曲线， 让人不愿

读，更不忍读！

企业“茁壮”

楚航钢厂的产品为“地条钢”。 据记者了

解，“地条钢”是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

炉熔化拉制而成的钢材。 由于生产中不能有

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硬度和强度都不

可能达标，不仅浪费能源，而且造成环境污

染和巨大的安全隐患。

地条钢也是很多“豆腐渣工程”的祸根。

湖北襄阳城建局一位采购人员告诉记者，湖

北小城市的很多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采购

了大量地条钢。

荆州市质监局方面对记者表示，楚航分

公司属于非法生产企业， 没生产许可证，属

无证生产，生产的钢材质量也不合格，曾遭

到多次查封。

市质监局荆州区分局还发现，楚航钢厂

标注的企业名称、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上的企

业名称、地址不符。“用的都是群力公司的证

书，并没有自己的证书。 ”

而此间有业内人士透露， 楚航钢

厂（公司）最早是一家金属回收公司，

后开始批量生产特钢， 而据钢铁业内

人士称，称特钢实属抬举，其实是借此

名义生产很多污染严重的钢铁制品。

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大

仁分公司一位杨姓经理对记者表示，

群力下属 3 家公司都是独立法人，独

立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

免质检不过关”。

除了经营上抗压抗监管的“策略”外，楚

航公司及其母公司从建厂一开始就和政府

走得很近。 他们曾经为当地政府国企改革、

下岗职工安置立下汗马功劳。

并且，楚航钢厂及其母公司荆州群力公

司在荆州人脉颇广。 记者获悉，荆州市群力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吴振炎，吴同

时为荆州区人大代表。

当地政府更愿搬走大学

荆州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陈

姓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该小

钢厂属于招商引资项目， 并不是

非法企业，拥有生产许可证，也有

环评报告。 据介绍，该钢厂位于荆

州工业园区， 而工业园区内的市

民很少， 主要就是长江大学的这

个校区， 政府曾建议长江大学搬

迁，但至今还未达成搬迁协议。 他

解释说，即使该钢厂搬迁走了，但

工业园区还有其他企业， 所以最

好的方法是长江大学搬迁。

陈主任称， 政府各部门非常

重视长江大学师生的诉求，今年 3

月 31 日就要求该钢厂停产整顿，

“尽快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实现全

面稳定达标排放”。 政府承诺“加

大对该公司环境监管力度， 改造

不好绝对取缔”。

长江大学教授王水说， 虽然

荆州区主管工业的副区长冯中山

确曾表示“用 6 个月时间改造，改

造不好绝对取缔”。 现在 6 个月时

间早已过去， 而该钢厂的污染却

更加严重。

官员扬言

“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

据王水介绍，2 日上午， 长江

大学几十名教授、博导、博士跪在

区政府门前，长达 50 分钟都无人

理睬， 荆州区政府主要领导自始

至终不屑于见师生代表。 一位分

管工业的冯姓副区长对师生的上

访诉求采取敷衍的态度， 并扬言

“非洲没污染，你们可以搬到非洲

去”，“你们去市政府吧”。 师生代

表最终赴荆州市政府上访。

荆州区信访局局长刘林松介

绍说， 长江大学的师生代表前来

区政府上访，“他们第一时间就请

这些代表到会议室协商， 但这些

代表不愿意到会议室协商， 执意

堵在区政府门口”。 副区长冯中山

赶到后，积极面对师生的要求，希

望与师生代表认真协商，“但师生

们表示不相信区政府， 所以又去

了市政府上访”。 他同时表示，冯

中山“为人谦和，富有处理突发事

件的经验 ”，绝对没有说过“非洲

没污染，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

该区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则表

示：“对冯中山的话， 长江大学师

生断章取义”。

监管怪圈

在这样的公司面前， 当地政府部门也实在挠

头。

荆州区副区长冯中山公开承认，企业确实是违

法生产，没有手续，但企业已经办起来了。

荆州市环保局荆州区分局方面表示，楚航钢厂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排放的污染物一直严重超标，

建设时未办理环评手续，事后补办的手续与实际建

设情况不符；但由于企业已投入资金改造，近期几

次监测不超标。

“我们应当相信科学， 既然环保局检测是合格

的，也不一定就说对师生们的健康有多大影响。 ”冯

中山曾这样试图说服长江大学的师生代表，但师生

代表提议，在校区为冯中山提供一套住房，请荆州

区领导“住半年体验一下”， 区领导立即拒绝该提

议。

据记者了解， 楚航钢厂原本计划建在宜昌，但

由于不合格被取缔，后由荆州区招商引资进来。

今年 3 月，荆州区政府承诺用半年时间解决楚

航钢厂的污染问题，“再给半年时间， 先让企业整

改，如果实在整改不好了，关停也好或搬家也行。 ”

今年 6 月 28 日，荆州市政府下达督办通知，要

求辖下各地政府 7 月 1 日前对本辖区内挂牌企业

下达停产整治或限期治理通知。 但 7 月 4 日至 6

日，当市环保局对全市 8 家省挂牌督办企业进行现

场检查时，发现其他 7 家企业均全部停产，唯有荆

州区政府仍未对楚航特钢下达关闭决定。

此后，市环保局在一份 7 月 15 日发布的《全市

2011 年上半年环保工作检查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

排的报告》 中提出要求：“楚航特钢必须在 8 月 31

日前关闭。 ”

11 月 3 日荆州市环保局回复记者称，“环保部

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 2008 年 10 月下达了停产通

知。 ”

政协提案人在此前一份提案意见栏上直陈 ：

“市质监局、 环保局对该厂的监管是有效的， 但市

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对该厂的监管是乏力的”。

但此间，荆州市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公务

员也对记者坦陈，由于楚航公司对当地税收贡献较

大，并且是区政府亲自招进来的企业，二者已成为

一个利益共同体。

数据显示，2010 年， 楚航钢厂实现销售收入

6.5 亿元，缴纳税收 1496 万元，被荆州市评为纳税

先进企业。

而其母公司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更

是一度被称为“从破产企业到纳税大户”的样板。

并且，对环保污染的多部门管辖，也是治理不

力的因素。

2008 年 7 月 2 日荆州市经委有关领导在调查

楚航公司情况后曾称，“经委只是参与了调查处理，

群力公司的大仁公司、津海公司和楚航公司使用了

中频炉炼钢坯， 可生产许可证是质监部门颁发的，

执法主体也是质监部门，我们没有执法权。 ”

而正是这种多方监管、 总体乏力的格局下，铸

造了不合规企业持续多年的经营生态。

（综合《21 世纪经济报道》、《南方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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