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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6 月 26 日，记者在距甘肃民乐县城仅
6 公里处的破山嘴铬渣堆放场看到，场地
周边竖立着一些写有“危险废物”的警示
标志，虽然以前这里堆放的铬渣已经全部
运走并完成无害化处理，但已给这片土地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受到污染的土壤
泛着绿白相间的颜色。记者了解到，当地
政府及处置企业已为此先后投入 10330
万元。

“原来铬渣堆放得比较高时，已看不
到对面的电线杆，这几年在国家和省里的
支持下，我们把所有铬渣都做了无害化处
理，总算把这个大难题解决了。但是如果
这 些 土 壤 不 加 修 复 ， 仍 存 在 着 很 大 隐
患。”民乐县环保局副局长赵培超介绍
说，历史遗留铬渣的解毒任务虽已完成，
但堆放场受污染面积达到 0.23 平方公里，
厂区污染面积达到 0.95平方公里。

针对土壤修复，当地已经拿出了可研

报告，目前正在进行环评。记者从民乐县
铬渣污染土壤修复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
告》 上看到，完成土壤修复任务这一项
目，估算还需投资 28263 万元。“开办民
乐 铬 盐 厂 ， 自 始 至 终 就 是 个 不 划 算 的
事。”赵培超反复强调这一点。

为啥不合算？记者深入调研了解到，
民乐铬盐厂 1988 年建厂之际，总投资 717
万元，后分别在 1996 年和 2000 年两次扩
建，共形成固定资产 5500 万元。随着国
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民乐铬盐厂红矾钠生
产线于 2006 年正式关停。自投产以来，
该企业上缴税金总计约 5900 万元，却产
生了 29.6 万吨铬渣。铬渣是生产金属铬和
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含在其中的
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 8 种化学
物质之一。铬渣如果长期露天堆放，六价
铬经雨淋进入地表水或地下水，将严重污
染水源和土壤。

算算这笔生态环保账，着实令人痛
心：从社会效益来讲，企业从建厂到关闭
的 18年间只解决了 150人的就业问题；从
经济效益来讲，虽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了一些工业增加值，但是企业上缴国家

的税金却只有 5900 万元，与兴建和两次
扩建投入的 5500 万元，以及各级政府已
投入和须投入的解毒资金 38593 万元相
比，产出与投入之比竟为 1∶7.5，可谓微
乎其微，得不偿失。

“从国家政策到整个社会，如今对环

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一些企业再按
照 过 去 那 种 老 思 路 发 展 是 绝 对 不 行 的
了！”赵培超对此痛心疾首，“铬盐厂当初
作为财政扭补项目，虽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如果当年建厂时就有严格的环评制度，
这个项目应该是上不了的！”

上缴税金5900万元，治污却需花费3.8亿元——

民乐铬盐厂投入产出账让民乐不起来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采 访 感 言采 访 感 言

建厂投资 5500 万元，缴税金 5900 万

元，却还需要 3.8 亿多元来进行污染解毒和

环境治理，民乐铬盐厂这笔令人痛心的生

态环保账警示我们，再不能走“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了！

民乐铬盐厂绝非个案。如今，随着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一些地方因急需项目建设拉

动经济增长而出现了降低环保门槛的现象；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还有一些污染项目、过

剩产能打着产业转移的幌子，拼命往中西部

地区“加塞”落户，而一些地方则为了追求短

期内的经济增长数据，正以承接产业转移之

名对这些项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

“只顾自己砍树，不管后人纳凉”的结果，必

然会让子孙后代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越是要稳增长，越

应该坚定科学发展理念，严把环境保护这

道关口。在重大项目决策时，必须特别加

强环评监管，公开透明，并做到让公众参

与，让百姓评价，让社会监督。与其亡羊补

牢，莫如防患于未然。

“解毒”之后的“解读”

“乒乒乓乓⋯⋯”6 月 27 日下午，记
者走进 2013 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
能作品展洽会现场，发现不少参展观众被
一个“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所吸引：无论
是捡球还是发球，按照设计好的引导线
路，机器人可以自动移动并收集案上的乒
乓球，完全不需要人为控制。这个机器
人，从创意到最后制作成品，都是由宁波

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创新创意社团的
一群中职学生完成的。

作品能够展现创意，更重要的是学
以致用。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们把科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
通过对头部、躯干等 17 个“关节”的控
制，形成了独特的“拍胸舞”机器人。
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林东表示，

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预判
市场发展方向，在每一个专业开设前要
对本区域产业结构调研，从而更好地为
企 业 服 务 ， 培 养 更 多 的 技 术 技 能 型
人才。

在江苏展区，记者看到一个虚拟的
“智慧化校园”。扫描一下学生卡片，电子
屏幕就会模拟显示学生进入教务处、图书

馆等校园机构的场景，实现虚拟和现实的
交互。从事该产品研究指导的南京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孟庆杰介
绍，这款智能化交互平台还能通过云计
算，进一步分析学生的详细数据。“比如
在教务处场景，能分析选课和学分数据，
把学校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个人需求有机
结合，使学生按照现状不断去修正。”孟
庆杰表示，职业院校不仅能适应市场需
求，同时还要培育市场需求，引导市场
需求。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
道凯表示，“今年展洽会突出了学生作品
向企业产品和市场商品的转化，突出了研
发、设计、生产与教学实践环节紧密结合
的典型教学模式，以大职教的理念促进我
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智能”作品展示现代职业教育
——记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能作品展洽会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报哈尔滨 7 月 1 日电 记者倪伟龄、通讯员崔柏

报道：7 月 1 日，由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和黑龙江省医
用氧气总公司联合推出的国内首创“公交爱心氧吧”，
在哈尔滨市公交线路投入使用。

哈尔滨市每天有上百万人需要乘坐公交车出行，
公交车驾驶员一直处于高强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为最
大程度缓解公交驾驶员的疲惫感，哈尔滨市交通部门
今年在全国首推“公交爱心氧吧”，让驾驶员在运营
休息时能够好好地吸吸氧、解解乏。“公交爱心氧
吧”还将为全市公交驾驶员提供一年四季的吸氧服
务。据悉，目前全市已经有 6 处“公交爱心氧吧”投
入了使用。

哈尔滨首创“公交爱心氧吧”哈尔滨首创“公交爱心氧吧”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广东省东莞市日前举行
了 2013 年东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启动仪式。
据统计，东莞今年共为贫困地区捐款 5500 万元。

据了解，2010 年启动“广东扶贫济困日”以来，
东莞 3 年累计募得善款近 3 亿元，帮助广东省韶关、云
浮地区 120 个贫困村以及东莞市内 89 个欠发达村、近
3000 户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社会责
任感、乐于奉献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爱心团队，产
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广 东 启 动 扶 贫 济 困 日 活 动

本报讯 记者韩叙、通讯员沈建明报道：第四届
中国剪纸艺术节暨第三届蔚州国际剪纸艺术节主体活
动将于 7 月 8 日至 10 日在中国剪纸艺术之乡河北蔚县
举行。本届艺术节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河北省委
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中共蔚县县委、蔚县人民政
府承办。

据蔚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赵红革介绍，本届艺术节
最大的亮点在于主体平民化，即以剪纸艺人为主体。同
时，将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搭
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平台。

中国剪纸艺术节将在河北举办

本版编辑 闫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