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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毒地”为何造成“二次污染”？
———常州外国语学校化工污染事件追踪

据了解， 常州外国语学校周
边 “毒地” 原是化工厂， 因工厂
有污染气味太大， 遭到周围居民
投诉， 政府下令要求企业搬迁。
早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前， 位于该地的
原常隆化工等企业已完成搬迁。

不过， 污染企业虽然搬离 ，
但 “毒” 却留了下来。 ２０１１年３
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 受常州市新北
区政府委托， 原常州市环境保护
研究所对常隆地块内的土壤和地
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
险评估。 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结
果表明， 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污染较重， 用于商业开发的
环境风险不可接受， 必须对污染
场地实施修复。

２０１２年３月批复的《江苏省常
州市高级中学新北校区新建工
程》的环评报告，也提到了相邻地
块是 “毒地 ”：项目北侧常隆 （华
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场地土
壤和地下水已经受到了污染，存
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

据当地一位了解情况的基层
环保官员透露， 由于以前环保监
管能力相对较弱， 企业环保设施
落后， 化工厂生产经营过程中，
存在跑冒滴漏和无组织排放， 留
下了潜在的生态风险。 来自常州
市环保局的信息显示， 常州２０１２
年就对３５家关停化工企业原厂址
开展了土壤污染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 常州受污
染原化工厂地块修复过程中， 主
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没有如期完工。 据了
解， 常州受污染原化工厂地块修
复工程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而作为相关地块土壤

修复工程方案的设计指导单位，
常州市环科院原本预设去年６月
完成土壤修复， 但由于接收污染
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水泥企业不
能正常生产 ， 修复没有明确时
间， 相关部门并未就这一变化做
相应预案。

第二， 没有按方案操作。 常
州市环科院院长徐圃青说， 在修
复的过程中， 承建方和施工方本
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
封闭操作， 结果却露天作业， 相
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 常州黑牡
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
人李飞承认， 他们并没有采取钢
结构封闭措施， 只盖了薄膜。

浙江大学空气污染与健康研
究中心专家尧一骏分析， 在常外
周边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中， 无论
是原计划将污染土壤挖出移走的
异位修复技术， 还是后来直接在
污染场地进行土壤覆盖的原位修
复技术， 只要操作规范， 并且经
过专业的评估和验收， 技术层面
都是可以实现污染土壤修复的。

但是， 他说， 从目前掌握
的信息看， 该地块在修复中， 没
有使用大棚全覆盖来隔绝翻出污
染土壤释放出的污染物， 这是非
常不规范的。 同时， 污染修复没
有完成， 常州外国语学校就已搬
过来， 显然不合程序。 未加封闭
的土壤修复现场， 显然会对学校
人员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侯红认为， 目前， 对受污染土地
进行修复，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上
并不存在困难。 “毒地” 修复造
成 “二次污染”， 更多反映的是
操作层面不规范的问题。

连日来 ， 常州外国语
学校学生疑似中毒事件引
发社会关注。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 常外周边
“毒地” 在修复过程中因操
作不规范和监管不力 ， 发
生了 “二次污染”。

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 目前 ， 全国多
地出现因化工企业搬迁留
下的 “毒地 ” ， 因监管缺
位 ， 这些地方发生 “二次
污染 ” 的隐患重重 。 专家
建议 ， 土地修复在技术上
困难并不大 ， 但目前亟需
明确工程建设规范 ， 加大
修复全过程的监管力度。

记者调查了解到， 常州 “毒
地” 的土地利用性质前后发生过
变更： 根据２０１３年的原有风险评
估报告， 该块土地开发利用的性
质为商业和住宅用地， 并据此确
定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修复范围
以及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目标
值。

２０１５年９月，常州外国语学校
整体搬迁至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
新校区。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旬后，由于
北风频繁和秋冬季节不利的气象
扩散条件影响， 土壤修复工程产
生的异味对周边的常州外国语学
校等敏感目标产生一定影响。 根
据“关于原常隆、华达、常宇化工
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应急处置相关
事宜的会议纪要”的内容，为了保
护现有敏感人群健康， 将该地块
土地利用性质拟变更为绿化及公
共设施用地。

专家介绍，土地修复标准“因
地而异”。 一般而言，土地修复应
根据受污染情况、 拟开发利用用
途等， 来倒推确定相应的修复目
标值、修复手段。

李发生说， 中国各地土壤条
件差异很大，可能同一种污染物，
在不同地区、 不同地段危害性也
不一样， 各地应该有符合自己土
壤条件的修复标准。但是，不管是
修复到绿地的标准还是住宅用地
的标准， 都不应对周边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都应该是安全的。

侯红介绍，目前，土地修复在
技术上有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
术导则》可以遵循，但对修复工程
如何进行监理缺少国家层面的硬
性规定。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组织
专家只对修复方案进行技术把
关，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导致

产生不规范操作现象。比如，只注
重土壤修复， 不注重地下水污染
治理；只关注受污染场地治理，不
关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

此外， 在常州毒地事件中，
“二次污染”检测标准缺失问题表
现尤为明显。 “老百姓反映有味
道 ， 去现场检测结果却是达标
的。”新北区环保局一位副局长表
示， 如果把老百姓的人体感知度
比作 “民标 ”，他认为国标与 “民
标”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该局长称， 目前国内的检测
手段与国际先进检测手段有差
距，基层的检测力量更是跟不上，
检测设备落后。 化工企业产生的
特征污染物太多， 很多的确都不
在国家标准检测范围之内。

常州市新北区环境监测站站
长王淑媛也表达了目前基层环保
部门的“无奈”。她说，发现问题只
能依靠现有标准来评价， 没有标
准的问题或现象则无法给出评
价。

多位专家建议，在我国，土壤
修复刚刚兴起， 应尽快出台避免
对周边环境“二次污染”的相关措
施。 据悉，目前，我国对于土壤污
染的防治还没有一部法律， 相关
的工作也很分散， 被称为 “土十
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行动计划》应尽快实施。

李发生表示， 修复一吨污染
的土比处理一吨污染的水， 价格
可能要高出上千倍。 受地方财力
的影响， 有些地方只能量入为出
地控制污染土地的环境风险。 建
立费用合理分担的多方筹资机
制， 解决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问
题， 是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
要政策机制。 据新华社

实际上， 在全国各地， 随着
产业结构升级、 城区规划调整，
不少城市老化工厂搬迁新址， 留
下不少废弃 “毒地”。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４年４月联合发布的 《全国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披露， 工
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化工、 矿业、 冶金等行业的工业
废弃地是受污染典型地块之一。

在调查的８１块工业废弃地的 ７７５
个 土 壤 点 位 中 ， 超 标 点 位 占
３４．９％。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２０１５年
５月， 重庆市已累计完成３７７块搬
迁工业企业原址场地的环境风险
评估， 完成３４块污染场地的治理
修复； ２０１４年湖南湘潭市关停了
竹埠港工业区所有的２８家化工企
业， 对腾挪出的 “毒地” 纳入岳

常外“毒地”修复两大问题：未如期完工，
未按方案操作

塘经济开发区， 实行片区整体开
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发生曾参与主笔 《中国污染场
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
的研究报告。 报告中称， 按照主
要污染物的类型来划分， 中国城
市工业污染土地大致可以分为：
来自钢铁冶炼企业、 尾矿的重金
属污染场地； 来自农药等化工企
业的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场
地； 以有机污染为主的石油、 化
工、 焦化等污染场地； 电子废弃
物污染场地。

李发生说， 总体上化工企业
有毒有害的物质要多一些， 常州

出事的就是化工企业。 相比发达
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化工企业确
实量多面广， 涉化工企业的污染
场地都比较敏感， 应高度重视。

尧一骏表示， 来自毒地的气
态污染物，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产
生急性健康风险。 而在更多情况
下， 会由于长期暴露 在 低 浓 度
污 染 中 产 生 慢 性 健 康 影 响 ，
这 意 味 着 人 可 能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患 上 恶 性 疾 病 。 以 工 业 常
用 的 溶剂三氯乙烯来说 ， 长期
暴露可能造成肝癌、 免疫缺陷、
肾衰竭 、 淋巴癌 、 生殖系统疾
病、 中央神经系统受损等疾病风
险。

检测结果与百姓感受差距大

全国多地存化工污染地，可能产生急性
健康风险

新华社电 针对部分城市
出现房屋土地使用权到期问
题， 国土资源部门正积极采取
行动， 着手调研指导问题的解
决。

记者２０日晚从国土资源部
获悉， 近期浙江省温州市部分
房屋２０年土地使用权到期， 有
关延期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 国土资源部对此高度重
视， 已与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组
成联合调研组， ２０日赴浙江省
温州市调研指导住宅土地使用
权２０年到期延长问题。

另悉，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委员会官方微博发文， 就
深圳土地使用权续期有关规定
进行详细说明， 决定１９９５年９
月１８日前已签订 《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书》 的土地， 顺延至
国家法定最高年期， 不用补交
地价。 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８日后已签
订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续期、
是否需要交纳地价等问题， 正
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２０
日发布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
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以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１日零时为标准时点 ，
全国大陆３１个省、 自治区、 直
辖 市 和 现 役 军 人 的 人 口 为
１３７３４９万人 （不包括港澳台居
民和外国人， 下同）。

这一数据与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的
１３３９７２万人相比， 五年共增加
３３７７万人 ， 增长２．５２％， 年平
均增长率为０．５％。

公报显示 ， 根据调查推
算 ， 全 国 大 陆 共 有 家 庭 户
４０９４７万 户 ， 家 庭 户 人 口 为
１２６９３５万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
的人口为３．１０人， 与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持平。

从性别构成看， 男性人口
为７０３５６万人 ，占５１．２２％；女性
人口为６６９９３万人， 占４８．７８％。
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１００，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由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１０５．２０下降为
１０５．０２。

全国大陆人口超13.73亿

新华社电 “五一” 将至，
辽宁将开展以旅游景点及周边
交通、 餐饮、 住宿为重点的市
场价格大检查。 对景区周边餐
饮欺客宰客、 价格欺诈等价格
违法行为， 将予以严厉打击。

节日期间， 辽宁主要景区
及周边的交通、 餐饮、 住宿、
观光购物等场所都是检查对
象。 检查重点为： 明码标价及
价格公示情况； 旅游景区门票
擅自涨价、 捆绑收费、 不执行
优惠政策； 交通行业擅自提高
票价、 价外收费； 旅行社不履
行价格承诺、 模糊标示价格附
加条件； 住宿行业对提前预约
的消费者不履行价格承诺或不
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标价与实
际不符； 观光购物场所不明码
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辽宁省物价局将对情节严
重、性质恶劣的价格违法行为，
严肃处理并予以公开曝光。

国土资源部

着手应对“宅地到期”问题

辽 宁

将严打景区周边餐饮宰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