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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场毁了新布村人的家园

◆本报记者姚伊乐 邢飞龙

俗云“靠山吃山”，但广东省陆丰市新布村的村民
们虽然背靠青山，却没有“吃”到山。不仅如此，在别
人开山炸石的同时，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尘土飞扬，
听着炮声隆隆。

日前，本报收到广东省陆丰市新
布村 410 多位村民集体举报，反映当
地一座名叫“拿投坑山”的小山被采石
场吞食殆尽。采石场越界开采，附近
的 3 座 水 库 因 采 石 产 生 的 沙 土 而 淤
塞，部分居民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新
布村公路两旁 3 公里范围内的大面积
农田、果园也由于石料采运带来大量
尘沙而荒芜殆尽。

举报信称，村民与采石场交涉无

果，于 2014 年先后向碣石镇、陆丰市、汕
尾市、广东省等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采石
场越界开采、采石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污
染、部分村民房屋受损等情况，地方政府也
曾一度责令采石场停产，但采石场在未作
任何出赔偿以及未得到复工许可的情况下
再次爆破开采。村民信访、上访未能有效
解决问题后，还与采石场发生了冲突，部分
村民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根据线索，记者来到了位于广东省
陆丰市东南的碣石镇，就环境污染问题
进行现场调查。

采石场周边：土地抛荒，村民生活受到影响

石场开采后，扬起大量沙尘，道路两边农地抛荒已
久，严重影响农作物收成

碣石镇有一片起伏的低矮山包，
山坳中分布着数十个大小村庄，新布
村是其中的一个，与桥冲镇交界。记
者驱车由 S338 公路转入一条不知名
的乡村公路，数公里后就可到达目的
地。但这条公路并不好走，沿途风景
也无甚可观。

记者看到，在汽车通过的小道上，
不 少 路 段 两 侧 均 有 约 1 米 宽 的 垃 圾

“护栏”，相隔不远就有一个着火点，烟
尘飞散，焦臭四溢；垃圾带之外，广阔
的土地上长满了凌乱的野草、灌木，枝
叶上满是尘土，临近路边的蒿草呈现
枯白色，在野风中瑟瑟抖动；只有在远
离道路的洼地处，才能看到小面积的
农作物。

记者临近新布村时，可以看到路
面上堆积的尘土越来越厚，有运输石
料的重型卡车经过时，扬起大片灰土，
随风弥漫。

在距离村口约 1 公里处，记者在
道路左边看到了一座采石场，大门敞
开，左侧一台挖掘机停放在门内，右侧
有数间简易平房，依稀有人声传出。
围墙内有大小不等的七八座砂石料
堆，砂石料堆后有相应的传送设备，再
远处，是一片陡立的梯形石壁，斑驳陆
离，坑坑洼洼。经过询问，整个厂区已
经停产。

在道路 右 边 ，是 一 座 高 约 5 米 、
长 数 十 米 的 沙 土 堆 ，表 面 布 满 流 水
侵 蚀 的 痕 迹 ；与 路 口 相 连 处 有 铲 车
铲 出 的 豁 口 ，沙 土 松 软 ，车 轮 痕 迹
清晰。

记 者 围 绕 这 堆 沙 土 查 看 发 现 ，
周 围 没 有 任 何 机 械 设 备 ，没 有 围 墙
或 围 挡 ，沙 土 直 接 堆 积 在 后 面 的 山

体 下 。 在 靠 近 山 体 的 沙 堆 上 ，露 出 数
十 棵乔木的树冠，树干则大部分被沙土
淹没。

根据地图显示，这里就是位于桥冲
镇和碣石镇交界处的“拿投坑”采石场所
在地。

记者在采石场周边观察发现，采石
场与道路之间的低洼处，满是已经半干
的泥浆，一条直径约 30 公分的管道从地
下通向道路的另一侧，而另一侧是一片
干涸的泥浆，顺着地势延伸向更低的自
然沟渠。

为了进一步确认，记者进入新布村，
并与举报人取得联系。

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举报人告诉
记者，记者来时所经过的那条路，两边的
农田原来大部分种着花生、番薯、蔬菜、
果树等，现在都已经 抛 荒 了 。 因 为 黄
土 路 上 风 沙 太 大 ，运 石 料 的 大 车 扬 起
的 沙 尘 不 仅 严 重 影 响 农 作 物 的 收 成 ，
还 把 散 落 的 碎 石 子 直 接 推 到 路 边 较
低 洼 的 田 地 里 。 久 而 久 之 ，路 边 的 农
地 没 法 继 续 种 植 ，垃 圾 随 之 倾 倒 在 路
边的荒地里。

“以前路边没有垃圾，因为拉石头的
车把路弄得坑坑洼洼，地没法种了，才开
始把垃圾堆在路边。”一位杨姓村民说，
现在农地已经被垃圾围堵了，即便想种
地，雨季排水也很困难。

一位姓洪老人告诉记者，原来种的
蔬菜，由于灰尘太大，改种芝麻，但收成
也不好，现在他的地已经抛荒两三年了。

另一位曾种植龙眼的村民说，原来
他一季度能收 3000 多斤龙眼，石场开采
后，“龙眼的花被灰尘给败掉了，好多不
会结果，只能收几百斤，但都不好吃，也
卖不掉。”

生态破坏严重：山体被吞噬殆尽，三座水库淤塞多年

黄沙滚滚山体支离的采石场，导致水土严重流
失，村民生产生活难以保障

争议与期待：暂停采石场开采，后续问题处理不明

采石场处理情况不明确，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
监管问题重重，环境损失将如何获得恢复和补偿仍
不了了之

经举报人确认，记者之前见到的
采石场就是“拿投坑”采石场。在几
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首先来到了位
于采石场下游的响水水库。

据村民介绍，这座水库原是一座
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但因为采石场取

石弃土导致的水土严重流失，水库里的
泥沙越来越多，水厂抽出来的都是泥水，
已经无法继续使用。

记者在水库旁边看到，水库岸边龟
裂的泥土上已经长出一片片野草，水面
已经很小，水质浑浊发黄，在周遭墨色山

体映衬下，就像一大片形状不规则的黄
色果冻摊在山坳里。

“以前水库是蓝色的，现在看，就像
黄河水一样。”一位年轻的村民说，他小
时候还经常在水库钓鱼、游泳，现在水库
连鱼都没有了。

记者了解到，响水水库边有几位村
民正在打理一小片果园。一位姓曾的村
民介绍说，七八年前，他家在这里有十几
亩青枣，每年收成 3 万斤左右，能赚十几
万元。现因水库水量减少，在浇水时，抽
水机抽上来的都是泥，无法灌溉，果园产
量随之减少一半以上。“现在果园收入太
少，赚钱还是要靠外出打工。这片枣林
呢，能收多少算多少吧。”

另据长住碣石镇的一位基层政府工
作人员介绍，几年前，响水水库还是碣石
镇某自来水厂的取水点，但后来水质越
来越差，有一段时间自来水颜色都变成
了黄色，所以只能另换取水点。

记者了解到，在采石场背后还有上
银 坑 和 下 银 坑 两 个 水 库 ，淤 塞 更 加 严
重。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重新回到采
石场，向被开采得支离破碎的拿投山顶
行进。

记者看到，通向山上的路完全是由
山体的“血肉”堆成的。柔软的沙土路面
既陡且滑，连摩托车都无法顺利开动，记
者只好步行登山。

在采石场门口，记者看到的只是山
体上半部分的嶙峋切面，而站在半山腰，看
到的则是一具被剔光了“肉”的山骨架。

采石面分为 3 层，每层约十几米高，
阶梯分布，青黄色的山体围成硕大的一
个半圆。有一块没有切割整齐的凸起形
成一处坡面，细碎的沙土就顺着坡面流
淌下来，像是凝固了的黄色血液。

记者逐渐到了山脊，看到这座小山
的“后背”。山体的侧后方被极细的沙土
掩盖，一些顽强的草树从沙土中探出半
个身子。巨大的坡面 上 沟 壑 纵 横 ，一
条 条 数 米 宽 的 冲 刷 痕 迹 显 示 ，雨 水 曾
经 从 这 里 经 过 。 山 底 的 洼 地 ，一 条 条
大 小 不 等 的 黄 沙 带 延 伸 向 远 处 的 水

库 ，所 过 之 处 ，形 成 了 一 片 片 黄 色
滩涂。

“那就是上银坑水库，”一位村民指
着水库说，上银坑水库后面不远处，是下
银坑水库。据这位村民介绍，原来两座
水库水量较大，上银坑水库需要经常向
下银坑排水，但现在，两座水库都已成了
黄泥塘子。

随 后 ，记 者 来 到 了 被 削 平 的 半 山
腰。沙土路面上散乱放着破旧的纸箱，
仔细辨认，这些是炸药包装箱。

记者转出“胡同”，来到一处硬质缓
坡，地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直径约
10 公分的孔洞，空地上还有数十根凌乱
的“钢管”。

据 一 位 村 民 介 绍 ，这 些 孔 洞 就 是
开 山 炸 石 的 炮 眼 ，而 这 些“ 钢 管 ”是 用
来 打 炮 眼 的 工 具 ，一 根 根 连 接 起 来 ，
钻 到山体深处。记者将一块小石子抛
入一个炮眼中，叮叮咚咚的下落声持续
了将近 20 秒后，便像是落入了水中。据
估计，这个炮眼有几十米深。

“过去好多年，采石场就是通过这些
炮眼炸山的，”一位村民说，最初听到以
为是地震，水杯里的水来回晃动，之后有
人 听 到 是 这 里 的 炮 声 ，才 发 现 和 这 个
有关。

“我们像是生活在地震带，有时候一
天要震两次。”另一位村民补充说，好多
家房子的楼板、墙壁都出现了裂缝，下雨
漏水，都没办法居住。2014 年 5 月，政府
部门派人登记房屋受损情况时，有超过
200户村民登记。

在这片“待炸”的作业平台一侧的沙
土堆上，记者发现了一小片刚刚栽种不
久的小树苗。不知名的小树苗均一尺来
高，稀疏地摇摆在黄沙上。

记者爬到山顶，看到一面是群山环
抱中安静的小村庄，一面是黄沙滚滚山
体支离的采石场，还有周围几个黄橙橙
的“水库”，不知地方政府对于这样的采
石如何看待？

记者随后来到碣石镇政府和陆丰市
政府。

图为采石场下游的“拿投坑”水库，现已变成了泥塘。
姚伊乐 邢飞龙摄

图为广东省陆丰
市桥冲镇和碣石镇交
界 处 的“ 拿 投 坑 ”采
石 场 ，在 石 场 远 处
的青山郁郁葱葱，脚
下的矿山却早已支离
破碎。

姚伊乐 邢飞龙摄

碣石镇政府党政办公室曾主任告诉
记者，关于“拿投坑”采石场的相关事宜，
他本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不便表态，并拨
打电话联系主管副镇长。同时向记者表
示，关于此事的采访，需要陆丰市委宣传
部统一安排。

随后，曾主任向记者反馈，此事进展
需要由陆丰市委宣传部统一向媒体反
馈。于是记者来到了陆丰市。

就村民反映的越界开采、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问题，以及记者关心的采石
场是否具备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验收手
续等情况，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
嘉并没有作现场答复，而是表示要“随后
统一组织材料”。在一周后，黄贤嘉才对
相关问题作了介绍。

此前，据记者查阅陆丰市国土资源
局《关于反映桥冲镇“拿投坑”石场越界
开采等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发现，“拿投
坑”石场是 2006 年 7 月 25 日经陆丰市人
民政府（陆府〔2006〕49 号）批准、汕尾市
国土资源局（汕国土资〔2006〕189 号）批
复同意的合法采石场；2007 年 1 月 15 日

经国土资源局陆矿交（2006）002 号《陆
丰市采矿权公开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公开挂牌出让，由林再旋、叶镜详竞得。

2009 年 2 月 10 日，林再旋与陈初琴
签订了《石场转让协议书》，并经汕尾市
国土资源局批复同意。采石场法定代表
人变更为陈初琴。

2013 年，陆丰市国土资源局在矿产
卫片（记者注：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
手段制作的叠加监测信息及有关要素后
形成的专题影像图片，简称“卫片”）执法
检查中，发现石场存在超越竞标范围开
采问题，涉及面积 61.4 亩，依据矿产资源
法相关规定，陆丰市于当年 7 月做出《矿
产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38 万元，并要
求石场自行整改，进行造林复绿。

不过，这项处罚仅仅是对违规采矿
行为的行政处罚，并未涉及生态破坏、对
周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行为的补偿和处
罚。根据村民介绍和记者现场调查，除
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小片刚刚栽种不久
的小树苗外，并没有发现采石场还有其
他“造林复绿”的工程。

另外，黄贤嘉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
情况，2014 年 5 月以来，碣石镇新布村村
民以石场生产期间造成水土流失、环境
污染、部分村民房屋受损、越过该村山界
开采等为由多次上访，甚至在桥冲镇松
竹寮村地界的石场门口搭建简易竹棚，
造成石场无法正常生产约 8个月。

参与这些活动的村民向记者提供了
一份由陆丰市国土资源局向“拿投坑”石
场下发的停产通知，要求石场“在权属核
定清楚后再行定夺”，落款日期为 2014
年 5月 15日。

据村民反映，采石场在相关问题没
有解决的情况下，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夜
间擅自开工，因此才自行组织阻碍石场
生产。由于诉求迟迟未得到有效解决，
村民们最终还是与石场发生了冲突。

黄贤嘉介绍说，2014 年 12 月 12 日，
新布村村民曾某庆、杨某求等还组织部
分村民毁坏石场办公室设施，殴打石场
员工，造成石场多名员工受伤。

对此，当地公安机关对新布村村民
曾某庆、杨某求等组织村民毁坏石场办
公室设施，殴打石场员工，造成石场多名
员工受伤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
击。目前，陆丰市检察院已经批准对犯
罪嫌疑人曾某庆等 7 人执行逮捕；对涉
案的另外 2 名犯罪嫌疑人杨某求、曾某
办理刑事拘留并组织追捕。

关于对采石场的处理情况，陆丰市
的相关决定颇有迟疑。黄贤嘉曾向记者
提供了两种说法。在他回复记者的第一
份材料中说，“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依规按
程序通知石场在 2015 年 5 月 10 日开采
期限到期前撤走所有生产经营设备，不
得再进行作业，同时停止“拿投坑”石场
延期开采，及时对石场整改复绿，整治水
土流失。”

而在两个小时后，他又向记者提供
了“修改版”：“陆丰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依
规按程序通知石场暂时停止开采，不得
再进行作业，及时对石场整改复绿，整治
水土流失。”

“修改版”的处置手段由严厉果决变
得更为宽松，生产设备不用撤走，“暂时

停止开采”也显得更为灵活，颇有转圜
余地。对这一变化，黄贤嘉没有做出
更多的说明，仅向记者强调以“修改
版”为准。

对 于 其 他 问 题 ，黄 贤 嘉 提 供 的
材 料 中 表 示 ，要 求“ 陆 丰 市 环 保 局
责 令 石 场 做 好 各 项 生 态 保 护 措 施 ，
督 促 做 好 生 态 及 周 边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市 安 监 局 排 查 安 全 隐 患 ，对 新
布 村 村 民 反 映 的 房 屋 受 损 问 题 ，组
织 人 员 进 行 了 登 记 造 册 ，并 请 有 资
质 的 第 三 方 进 行 鉴 定 ，根 据 鉴 定 结
果妥善处置。”

当记者再次追问环评手续、环保
验收等问题时，黄贤嘉仍没有给出明
确答复，表示要再次“调查”后回复。

对于记者关心的后续生态恢复、
水土流失治理、沿途环境整治等工作
将如何开展等问题，黄贤嘉表示尚不
清楚。

至此，采石场停产，周边生态环境
受损，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却又违
法维权受惩，利益相关方无一获益。

从 2006 年批准采石场，到 2013 年
7 月陆丰市国土资源局首次对采石场
进行行政处罚，并要求对已开采的山
体填土复绿。再到 2014 年 5 月的责令
停产、6 月石场擅自开工，直至 2014 年
年底村民的自发维权、发生冲突，前后
历经几年时间。

最终冲突发生之前的多个环节
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处置到位，就不
会形成今天的局面。地方政府各职能
部门在各个环节的监管中究竟出了什
么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目前采石场暂停开采，据记者见
到的另一份由碣石镇更新管理区大房
村理事组与承包人林再旋签订的《石
山土地承包协议书》中，对采石场所涉
大房村范围内的石山承包期限截止到
2022 年 4 月 23 日。此次停产后，采石
场是否会择机重新开工？开工后是否
还会继续破坏生态环境？已经造成的
环境损失如何补偿？

对此，本报将持续关注。

防微杜渐何其难？
姚伊乐

“事情闹大才能解决”，莫名其
妙地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上，这样的情况很多。

记者近年的多次暗访中，遇到
较多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环境污染，一类是生态破坏。不
过无论是哪一类，只要不是突发性
的大规模的环境事件，基本上都是
久拖不决的长期问题。

像陆丰市这起居民与采石场之
间的冲突，情况也是如此。采石企
业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破坏周边生态
环境、影响居民生产生活的事实长
期存在，问题亦并不复杂，但久拖难
决，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
影响。

何以如此？根据这一现象的普
遍性而言，应该是根源于地方政府
长期粗疏的施政习惯，以及对生态
环境问题的落后认识。

小规模的环境污染，尤其是生

态破坏行为，在前期并不会造成
严重后果；而对于这些行为最终
可能会导致的危害，不少地方政
府更是知之甚少。天长日久，等
到这些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和 破 坏 由 量 变 到 质 变 ，真 正 造
成 不 可 逆 的 损 害 ，往 往 好 花 费
巨大代价来治理修复；甚至于，
一些生态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再
也难以逆转。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不能成
为一句口号。对于基层政府而
言，应该尽快提升生态环境意识，
对于刚刚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行
为及早制止并修复，防微杜渐，同
时也将可能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
题消弭于无形。

马上就马上就评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