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以忘却的三次投诉

赵继平

2017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省“263”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工作职责是处理好人民群众信访投诉件。

“263”办公室是省委省政府为解决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成立宣传组的目的就是想

把“263”的品牌树起来。

群众把“263”当作是解决问题的权威机构，热线电话投诉不断。负责这项工作的小孟是个有心人，他

每天都会把投诉内容整理汇总。我很注意浏览每条线索，尤其是对同一问题多次投诉或者多人联名投诉的

都逐一核实，作为暗访曝光的重要线索来源。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一些围绕在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都得

到了很好解决，曝光的节目做了两百多期，走过的路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但有三次群众投诉是我难以

忘却的。

一

有一天傍晚正要下班，综合室的小王送来一份领导批示的投诉件，上百名群众投诉某镇把几百吨的垃

圾填埋地下，造成地下水污染，令群众苦不堪言。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驱车赶到群众投诉地，大约还有

五六百米的距离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站在村口焦急地等待着，满车人开始忐忑不安。我和记者简单沟通

了突发事件处置的办法，给两个年轻人打气：“没事，看我的眼色行事！”车子刚刚停稳群众就围了过来。

村里两个年轻人很有礼貌地打开车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明身份，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抢过话题：“不

用介绍就知道你们是省‘263’的……”我赶忙接话：“老人家，你们反映的问题我看过了，我们就是来帮

你们解决问题的。”老人拉起我的手径直往前走，边走边指着空旷的土地说：“我们响应镇政府号召，集

中搬迁新居，刚刚离开就发现政府把大量的垃圾填埋在地下。这曾经是我们的农田，我们心疼啊，再说时

间久了肯定会污染地下水……”

“你们有没有向当地政府反映？”我问。“反映多次了，政府说是生活垃圾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年

轻人很不服气地插话答道。话音刚落，上百名群众就把我和记者围了起来。我急忙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

方耐心说道：“乡亲们，大家不要急，有什么要讲的对着记者的镜头说。记者问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我



们会把真相搞清楚的，会给大家有个交代！”先把混乱的秩序稳住，我回过头问那个年轻人，垃圾埋在哪

里？是谁埋的？还没有等到年轻人回答，这时又来了一群人，一个自称是镇长的年轻人急忙和我打招呼。

他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填埋地点，面积足有三四百亩地，反复向我解释是临时填埋。他的解释显然没有说服

力。我立即要求镇长对垃圾填埋地开挖，挖了几米就能看到已经腐烂变质的垃圾，紧接着一股呛人的臭气

扑面而来，坑里还汇积起一汪黑水。

在事实面前镇长没有了解释的勇气，深深地向群众鞠躬致歉，承诺给他整改时间，给他整改的机会。

没有想到的是，现场群众强烈不满，有的群众说他的话早就说过了，一直没有兑现，而且还放出录音给我

听。有的群众扬言要动粗，要到政府去讨还公道。我赶忙说：“乡亲们，镇长已经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大

家要相信镇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大家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方式方法不能过激。

我们今天就是来监督的，只要问题不解决，我们曝光就不停止，也请大家监督我们。”说完，现场响起了

一片掌声。

我们离开的时候，群众有点依依不舍。记者一路佩服我的沉着。我告诉她，自己没有多大能量，但有

句要说的话是，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有了亲近群众的感情，人和人之间就多了份坦诚，社会就多

了份和谐。百姓眼里的大事、急事、难事，牵扯着民心民意，解决不好，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

去年夏天，我在外暗访，办领导打电话让我立即赶赴南通如皋。在赶往如皋的路上收到了领导批示的

投诉件，反映的是当地一家化工企业填埋固废。看上去事情很大，为了安全起见，我联系了当地政府安排

警力物力准备彻查。谁知刚刚见到企业负责人，他就直喊冤枉。理由很简单，他的企业在全省只有两家，

而且是属于福利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领先，在全世界也叫得响。他还告诉我，自己曾经是这里的镇长，

如今已经 72岁了，所做的事情都要对老百姓负责，这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投诉问题尽管查，中央环保督

察 40多人查了三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我们来了查实正好还他清白。老厂长说完激动得眼泪直往下掉，他拍

着胸脯说用 50年的党龄来保证自己是无辜的。

我仔细推敲着投诉件，发现有蹊跷。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都是企业的要害部位，一旦开挖，企业就会遭

受毁灭性的破坏。专家排除了企业外围问题。站在一旁的派出所黄所长暗示我，据他多年的经验判断，属

于同行举报。黄所长办理环保案件是出了名的，有着丰富的经验。我要求先到他办公室去，核实投诉人真

伪。果不其然，发现没有一个举报人是真实的，我暗自佩服起黄所长的智慧。回到企业后要求两台挖掘机

立即停止工作，采用钻孔的办法寻找“污染源”，结果取样检测证明没有任何问题。我向老厂长解释：

“‘263’不会放过一个疑点，也不会冤枉守法经营的企业。”老厂长激动地说：“多亏了‘263’，要不

然企业就葬送了。”我没有为查明真相而沾沾自喜，想到的却是对于虚假投诉无法制裁的尴尬。

三

随着生态环境任务形势的不断变化，“263”办公室挂牌为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263”

在全省干部群众心目中已经形成品牌，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近 30万，指挥部办公室对外宣传上仍然保留这

个品牌。打一场生态环保领域的人民战争，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形势需要。微信公众号每天收到的留言不计

其数，我们把那些牢骚和埋怨作为重要的线索。

徐州某钢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企业老化、设备陈旧。群众投诉反映这家企业是污染大户，污

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是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任务。徐州大气治理形



势十分严峻，省办正在采取重点帮扶与督察相结合的办法，根治徐州大气“顽疾”。我带着记者去暗访这

家企业，刚刚进入厂门，就被浓浓的烟雾笼罩。摄像外号“勺子”，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他扛起摄像

机径直往锅炉方向奔，企业无组织排放的违法行为被“勺子”全程记录。我找了几个正在生产作业的老师

傅，问起企业烧结机的事情，发现该厂仍然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如果能证明这点，企业就得停

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企业拿来一份国家钢铁协会发来的函，想以此为企业开脱违法的事实。我想到了

请省内行业专家进行认定，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证实。曝光节目播出后，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决

心将这家有着 30多年历史的老厂彻底关闭。

从此，我的日记本里多了一句话：带着责任去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不是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

的事情，而是一份责任，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