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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异味投诉频繁

产城融合是贯穿苏州工业园区
20 多年来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但
随着开发建设进程，工业区和居住区
逐渐毗邻，异味扰民现象时有发生。

汀兰社区就比较典型，周围企业
密集，工厂和居民区距离较近，居民
觉得前后左右有异味、臭味，投诉非
常频繁，厂群矛盾比较集中和尖锐。

2013 年 8 月，苏州工业园区环保
局首次提出了社会参与环境管理的
工 作 设 想 ，开 始 筹 备 环 境 理 事 会 机
制。园区环保局负责协调、引导和推
进，东沙湖社工委配合环保局并协助
社区落实具体任务，南京大学作为第
三方机构提供机制设计的专业辅导。

从 2013 年 9 月开始，园区环保局
副局长韩新就一家一家走访社区周
边的企业，一对一地向企业总经理传
达项目理念和实施方案，引导企业正
确认识环境理事会的工作机制，并让
企业自主选择是否加入这一平台。

“政府部门的领导亲自走访、协
调，让我们开始思考：应该更加重视
环保，应该做得更好。环保局立场坚
定，企业是不敢怠慢。”一位企业代表
表示。

经过半年的积极筹备，2014 年 3
月，汀兰家园环境理事会正式成立，
理事会成员包括居委会、企业和社区
居民代表，具体工作由环保局指导开
展，理事会确立了信息公开、宣传教
育、共建互助和圆桌对话 4 项工作机
制。发布了通讯录，设置了居民意见
信箱、社区环境信息公示栏，创建了
QQ 群，居民如果闻到气味可以直接
联系相关负责人。

“开圆桌会议，把环保部门领导、
企业老总请进来，有什么问题大家摊
开来说，商量怎么解决；我们理事会
成员再走出去，挨家走访企业。”居民
代表李昌权说。

环境理事会平台建立之初，企业
代表和居民坐到一起的时候，彼此都
非常戒备。“我们之前投诉很多，反映
到环保局、网站上，感觉都没什么效
果。园区环保局监察大队接到投诉，

赶到社区至少要半个小时，来了以后
风向变了，气味可能就没有了。”居民
罗冬梅告诉记者。

“刚开始因为居民投诉，政府部
门 反 复 来 执 法 检 查 ，我 们 也 有 抵 触
感：我们是在给园区创造财富，给居
民创造就业机会，操作规程合法，环
境排放也都是达标的。我们会觉得
居民要求太高，有点不近情理。”企业
监察员王圣辉告诉记者，“随着环保
局局长的亲自走访和交流，企业慢慢
觉得政府在帮助自己。换位思考，在
这种环境下生活，自己也不舒服。”

破冰——
企业和居民逐步建立互信

随着环境理事会平台持续的运
营，居民和企业的关系开始逐渐“破
冰”、慢慢改善。

罗冬梅很善于辨别气味，只要去
过企业一两次，就能够清楚辨别出这
家企业的味道。“过去，如果我们认定
是哪家企业的味道，他们会辩称不是
自己的。现在，企业都会及时确认，
及时整改。”罗冬梅说。

有一次，罗冬梅在 QQ 群里发消
息，说闻到了安特普工程塑料（苏州）
有限公司的味道。凌晨 3 点，这家公
司的环境、健康、安全主管李晴看到
消息后，就到汀兰社区来了。“看到信
息晚了，居民说是我们公司的味道，
我要及时反馈。想到风向可能会变，
就赶过来了。顺便也确认一下公司
环保设备的运营状况。”李晴说。

企业迅速的反应、企业监察员的
用心渐渐打动了居民。有些企业的
制造经理就住到了居民区一段时间，
一旦有味道就能及时判断是不是自
家企业产生的。

有一家企业美国总部的老总，只
要在工业园区的厂里，下班时都会让
自己专车在社区附近绕行一圈。如
果闻到自己企业的味道就立刻打电
话给厂长。还有厂长自己带着设备
走到小区里来进行实地监测，看看公
司散发的气味会影响到什么位置，风
向高度如何，以便合理调整排风口的
位置。

“企业老总的重视，资金投入力

度的加大，我们都深有感触。企业真
的非常配合。”李昌权说，“这里是先
有企业，再有小区的。企业的生产工
艺 不 可 能 一 点 污 染 、一 点 味 道 都 没
有，只要能够有所改善，我们就非常
感激了。环境问题需要慢慢改进、治
理。企业能够直面问题进行沟通，我
们都会理解。”

“我们其实更看重企业的态度。
比如现在有企业环保设备运营维护
的时候，会预先告知居民。有居民跟
我们这些理事会成员反映说怎么味
道突然这么大，我们就会居中进行沟
通，说企业哪个时间段环保设备因为
维护停运了，需要稍微忍耐一会儿。”
罗冬梅说。

回馈——
统一执法尺度

“好久不见啊。”在采访现场，记
者看到，居民和企业监察员就像朋友
一样亲切地彼此招呼着，说着企业还
在社区捐助成立了一间兰海书屋，目
前有 1000 多本书，提供给社区居民免
费借阅。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向社
区居民免费提供灭火器具，并协助理
事会组织社区灭火演习。”汀兰社区
居委会主任、书记王秀英告诉记者。

作为汀兰环境理事会的理事长，
王秀英特别感慨，现在社区环境的共
建共治，都是在环境理事会平台上一
点点地做出来的。

王秀英说自己对一位厂长的话
印象特别深，“我们都是给老板打工
的，为什么要污染环境，所以我们在
环保上一定要做好。理事长你放心，
事情交给我，花多少钱都要改造好。”

有企业的监察员已经换过好几
“代”了，“监察员工作压力非常大，因
为出现问题的时候，老板会认为是你
工作没有做好。”王圣辉说，“一开始
美国总部觉得不能理解，按照现有的
环评、监测指标，自己公司的环境排
放都是达标的，政府部门怎么还会来
找我们。”

王 圣 辉 就 用 源 于 美 国 的 Com-
munity relations 的概念和总部进行沟
通，“达标不代表没有味道。我们除

了合法以外，还要改善社区关系、邻
里关系。我们的行为对邻居有些影
响，除了合法之外，是不是考虑还要
做些事情。”王圣辉说。

但王圣辉也坦言，苏州工业园区
在环境管理规范化这方面走得比较
前，对企业的监督监管都很到位，企
业为此付出的人力财力很大，压力也
非常大。很多地方，有的企业可能连
最基本的合法性都还没有达到，违法
成本也比较低。如果各地执法尺度
宽严不一，最终就会形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局面。

推广——
逐步在区域内复制

记者了解到，未来汀兰家园环境
理事将进一步扩大周边企业的参与
范围，并对相关工作制度进一步推进
和完善。“企业加入我们这个平台是
自愿的，第一批企业数量不算多，有
很多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随着平
台做得越来越好，相信会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认为，加入进来能体现企业的
社 会 责 任 和 环 保 责 任 ，这 是 一 种 荣
耀。”王秀英对此很有信心。

“ 园 区 的 生 产 型 企 业 有 5000 多
家，园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现场监察
的一共就十几个人，监管能力确实有
限。环境理事会的设立，其实是构建
企业和居民交流的平台，将环境投诉
与治理问题转变为政府、企业、居民
三方沟通，实现沟通和监管的并重。”
苏州工业园区环保局综合计划处副
处长邓维告诉记者。

邓维表示，前 期 居 民 和 企 业 之
间 的 矛 盾 调 和 非 常 关 键 ，监 管 处 罚
措 施 要 跟 上 ，整 改 到 位 ，是 调 处 工
作 的 基 础 。 理 事 会 理 事 长 的 角 色
也 非 常 关 键 ，立 场 一 定 要 客 观 ，汀
兰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秀英在这点上
做得非常好。

“汀兰家园环境理事会是苏州工
业园区探索环境管理多元共治的试
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未来我们在
推动环境理事会自主运行的模式下，
将重点推动这一模式在区域的可操
作化复制，最终实现区域整体基层自
治能力的提升。”邓维说。

企业居民面对面 沟通监管一条线
——苏州工业园区“汀兰模式”探秘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请您看看我们的倡议书，多关注
我们的海洋”，社区宣传活动上，志愿
者们就像一只只活跃的小燕子，总把
微笑挂在脸上；沙滩上，一个烟头、一
个塑料瓶、一小块纸巾……他们认真
地捡起，装进垃圾袋。

每逢周六，海口的海滩上总活跃
着他们的身影。上午做“人与海洋·和
谐自然”社区宣传，下午开展海滩清洁
环保徒步活动。自 2014 年海南海洋生
物保护协会筹备之日开始，寒来暑往、
从未间断。

当天活动结束后，创始人之一、秘
书长李雾雪用一首小诗书写了心情。
很唯美，很脱俗。她对记者说，“有所
行动，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可能
的海更美，要尽所能的行动爱”。

蓝色在脚下延伸

“海洋环境是海洋生物生存和发
展的基本条件。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是人类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恶化
的信号。只有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
护，才能真正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协会创始人之一、秘书长李雾
雪说。

多年前海口白沙门海滩的情景，
李雾雪历历在目。那时的海边，里面
生产很多鱼、虾、蟹、贝，只要一退潮就
可以捡到很多海白、挖到很多生蚝，对
于小鱼小蟹都是直接再丢回海里任其
生长。

“ 那 时 的 海 水 、沙 滩 都 是 原 生 态
的，很美”，李雾雪说。

然而，随着不合理的、超强度的开
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近海区域的乱
捕滥挖，使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同时，
对沿海湿地的围垦和填海造陆等海洋
空间的不适当利用，大大改变了海岸
线的形态，降低了海岸线的曲折度，危
及红树林等生物资源。

李雾雪称，自 2014 年以来，联合多
家企业积极筹备各种海洋公益活动，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执着呵护蓝色海洋

然 而 ，宣 传 海 洋 环 保 并 不 容 易 。
协会的工作人员萧萧告诉记者，除了
风吹日晒、人手不够，协会最大的难题
就是经费问题。

“协会目前有专职工作人员 6 人，
其他的皆为兼职的志愿者，经费问题
限制了协会有关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秘书长李雾雪直言。

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需要有影
响力的活动来支撑，民间组织尤为如
此。协会刚刚成立，组织活动中需要
政府对接支持，需要赞助单位的经费

支援，需要专职人员中有专业力量的
支撑。这些，都令海南海洋生物保护
协会十分头疼。

目前，协会入不敷出的尴尬已经
出现；每周组织活动的现有工作人员，
大部分为兼职志愿者，难以持续；专职
队伍中，没有海洋专业，也没有环保专
业，更没有专业的设备，组织的活动往
往没有专业理论支持。

这些困难并没有挫败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们的热情。大家凭着爱护海洋
澎湃的内心和年轻有活力的激情，目
前已征集协会志愿者千余人，逐渐在
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影响。

“每次海滩环保清洁活动，都会引
来不少游客注目观看，一些游客在我
们的感染下，也主动加入了保护海洋
的行动队伍中。对我们来说，最感动
的是看到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加入我们
志愿者的队伍，我们的事业可谓是后
继有人。”李雾雪说。

守护蔚蓝任重道远

海南海洋生物保护协会最新调查
发现，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活
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的破坏日

益加重，特别是开发利用过度（渔业捕
捞）和环境恶化（污染），影响了海洋生
态系统平衡，海洋生态和海洋生物保
护迫在眉睫。

海南海洋生物保护协会举例分析
说，海洋生态平衡的打破，一般来自两
方面原因：一是自然本身的变化，如自
然灾害。二是人类活动，包括不合理
的、超强度的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如近海的滥捕使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
退；另一个是海洋环境空间不适当利
用，致使海域污染的发生和生态环境
的变化，如对沿海湿地的围垦必然改
变海岸形态，降低海岸线的曲折度，危
及红树林等生物资源，造成海洋生态
环境的破坏。

对于海南海洋生物保护协会未来
的发 展 ，秘 书 长 李 雾 雪 有 自 己 的 规
划 ：“ 将 会继续在海洋生物的科普教
育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希望与
其他环保组织 NGO 强强联合，携手
共 同 组 织 海 洋 保 护 的 科 研 项 目 申
请 ，如 湿 地 保 护 、珊 瑚 保 育 项 目 等 ，
以 拿 得 出 手 的 成 绩 提 升 协 会自身影
响力，从而影响更多人参与海洋环境
保护”。

蓝色情愫因海而生
——海南海洋生物保护协会环保公益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孙秀英

艾伦岛，被很多人昵称为“微型苏
格兰”，自然景观及生物多样性令人叹
为观止。

在格拉斯哥大学合作伙伴的建议
下，我们迎着冬日的海风和阵阵突如其
来的冰雹，在渡轮上历经一个半小时，从
格拉斯哥来到了这里。

有一个趣闻是，第二天离岛的渡轮
上，我们有一个队员被问到“你们就是他
们说的那群中国人吗？”原来，作为第一
批登岛的中国人，我们昨天已声震全岛。

对来旅游的外人，看到的是这个岛
的美和惊奇，在岛上我们看到了海豹，
他们那么怡然自得地在海里游玩，还有
栖息在海边岩石上的贝类，以及从未见
到过的海边植物，在非人工塑造环境下
看到这些，犹如第一次进城的孩子。

对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居民，这里不
是景点，是家园，而旅游业和传统渔业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不过过去三四十
年，大型渔业公司却曾通过犁地式的海
底捕捞破坏了海床，导致海洋生态平衡
破坏，海中生物消失或是急剧变少。

和 当 地 的 一 个 非 营 利 机 构
COAST 座谈后，我们才知道，作为一
个只有 4000 多人的小岛，在保护海洋
环境方面那么积极，可能越接近自然的
人越珍视自然吧。

虽然，只有 1 个全职员工，两个兼
职员工和 3 个志愿者，COAST 在发动
当地社区居民联合参与做海洋环境的
保护和恢复方面却那么骁勇。他们联
合对抗那些大的渔业集团，积极影响政
府决策。终于在 2008 年，在征集了大部
分岛上居民的签名后，成功地在 Lamlash

湾设置苏格兰第一个“禁渔区”。
之后，他们联合约克大学、格拉斯

哥大学等进行调研，探究海洋生物在
“禁渔区”和“非禁渔区”的环境生态区
别，在固定潜水爱好者的帮助下，收集了
充分的资料证明了“禁渔区”设置的必要
性和好处。目前，“禁渔区”有望扩大。

环境教育是 COAST 的一个特色
服务，每年都有孩子们通过航海和潜水
等运动了解这片海，这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和教育是无形而深刻的。而对于外
面旅游或短住的孩子，这样的人生记忆
也是难以忘记的。

一个本土非营利机构，成立壮大的
基础是本土居民的支持，在最初，有些
人也曾对他们的理念和工作置之不理，
创始人 Howard 老先生，自己默默地和
朋友做了 10多年，经营自己的园艺公司
到年近古稀，就是为了从财政上维护这
份坚持。

他们的善良和执着，以及现实里越
来越少和越小的鱼类，使人们认可了他
们。环境保护，是为了守护家园，爱护
自然，为我们下一代的福利，这样的观
念深入人心，也许，当有天这样的理念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是标语而是心
理体会时，环境保护也就水到渠成了。

有利益就有冲突，会议结束时，我
们问他，有没有被那些大型渔业集团威
胁过？他笑呵呵地回答，有过那么两
次，他们推我或抢走我手里的东西。不
过眼神，却那样超然。

我想，他对海的爱是流淌在血液里
的，从 18 岁坚持每天潜水，无论春夏秋
冬，海底世界估计是他的另一个家了。
也正是他们这样一些人，使得“微型苏
格兰”的美名得以延续。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环境
保护部宣教中心近日联合重庆市环保
局、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在渝举办了环
境敏感项目公众参与研讨会。会议旨
在贯彻落实新《环保法》有关规定，破解
我国环境敏感项目邻避困境。环境保
护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主持研讨会。

会议期间，与会嘉宾们围绕我国焚
烧垃圾技术发展情况、重庆垃圾焚烧发
展现状、重庆同兴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信
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情况、中欧环境治理
项目情况、环保社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发
展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发言。

与会嘉宾们认为，要进一步加强环
境敏感项目的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力度，创新项目投资收益机制，发挥
环保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探
索政府、企业、环保社会组织以及公众
共同参与项目建设发展的有效途径。

贾峰主任强调，要以环境保护公众
参与为突破口，打造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2.0 版。他指出，实现环境敏感项目“脱
敏”，超越了环境问题本身，信息公开和
公众参与要贯穿环境敏感项目始终；各
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做好环境敏感项目
的社会风险评估工作；环保社会组织不
仅要发挥社会监督功能，还要提出行之
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在渝期间，与会嘉宾们还考查了重
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实地了解企业
在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区共建
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副主任原庆
丹，重庆市环保局巡视员张勇、副局长
陈卫，中欧环境治理项目负责人龙迪，
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地方环保部门代
表、环保社会组织代表等 60 余人参加
研讨会。

环境敏感项目公众参与研讨会在渝举办

邻避困境靠什么破解？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翟恒伟石
家庄报道 记者日前从河北省石家庄市
环保局获悉，截至目前，河北省石家庄
市已有 100 家重点企业安装了企业排
污信息电子显示屏，全市所有国控重点
企业已基本实现排污信息电子公开。

据介绍，石家庄市有 44 家污水排
放重点企业和 25 家污水处理厂，新设
置了企业排污信息电子显示屏。至此，
全市已有 100 家重点企业安装了企业
排污信息电子显示屏。除长期停产、零
排放等个别企业外，全市所有国控重点
企业全部实现排污信息电子公开。

记者了解到，按照要求，企业电子
显示屏安装在厂区门口便于公众监督

的位置；电子显示屏数据要与中控室、
在线监控数据一致。显示内容包括日
期、污染物产生源名称、污染物排放种
类及浓度，执行的标准限值、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测小时浓度均值，以及其他与
本企业有关的排污节点及数据。

石家庄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5 年起，全市新增的大气、污水和污
水处理厂类国控重点企业，将在环境保
护部公布年度国控重点企业名单后的
3 个月内，完成排污信息电子显示屏安
装调试工作。同时，石家庄市还将进一
步探索重点企业排污信息公开方式和
内容，提升信息公开的准确性、及时性
和有效性。

石家庄国控重点企业基本实现信息公开

百家企业安装电子显示屏幕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章国
华阳谷报道 山东省阳谷县环保局日前
组织开展“关注环保、全民参与”参观企
业治污活动，邀请县委办公室、齐鲁网
齐鲁拍客团阳谷站、县第一中学、团县
委、其他县直部门、摄影爱好者、百度贴
吧网民代表共 60 余人，参观辖区主要
企业，了解治污工程，引导社会公众关
注环保问题。

阳谷县环保局长张克雷向代表们
介绍了全县环保工作情况，分析了目前
环保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张克雷指出，
新《环保法》明确了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公民
对环境保护要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市
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欢迎大家对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举报。
阳谷县国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金

蔡伦纸业有限公司、阳谷华泰化工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环保负责人向代表们介
绍了污染物治理工艺流程，并带领他们
实地察看了企业污染物治理工程。

实地参观后代表们纷纷表示，让民
众参与察看企业的环境工作情况，这在
全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是政府工作公
开、透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新《环保法》
规定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具体落实。
通过参观、察看发现，企业的环境保护
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全县环境质量也有
所改善，希望环保局以新《环保法》为坚
强后盾，多开展民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活
动，引导群众加入到环境保护中来，共
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阳谷引导群众参与环保
邀请 60余名各界代表参观企业治污工程

“微型苏格兰”——艾伦岛见闻:

“微”处看到环保的力量
◆张会君

此前，因居住区附近的
异味问题，江苏省苏州工业
园 区 汀 兰 社 区 居 民 反 复 投
诉。另一方面，企业认为居
民不通情理，双方对立情绪
严重……

随着汀兰家园环境理事
会平台组建和运营，居民和
企业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
日趋缓解，不仅变得像朋友，
还实现了社区的共建互助。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带
着这一问题，记者实地走访
了环境理事会所在地——汀
兰社区居委会，与部分企业
代表和居民进行交流，并旁
听了一场理事会小组例会。

在一个寻常
的企业开放日，
汀兰家园环境理
事会成员认真地
现场查看。

万彭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