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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危险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小作坊，非法收购多批废甲酯油，经简单处置后以“重油”

名义出售，以次充好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

1月18日，这起由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审结、跨苏浙皖三地的特大污染环境案件

判决正式生效。被告人周某荣等28人因非法处置危险废液，最终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有

期徒刑9个月至4年5个月不等，最高处罚金20万元。同时被责令自判决生效之日起5年

不得从事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业务。

至此，这起由生态环境部督办的涉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典型

案件在太湖南岸尘埃落定。

槌落音定

2021年4月，随着28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吴兴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向南太湖新区法院提起公
诉，案件由此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100余份调查笔录、3000多页案卷材料……承
办法官认真审阅立案材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庞大的信息中梳理出清晰的案情脉络。案件审查
期间，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的“废甲酯油燃烧后不
会产生污染，这是资源回收利用，我的委托人无
罪”这一尖锐辩护意见，一度让承办法官犯了难。

“究竟这是一条逃避无害化处理、牟取不法利益的
‘黑色’产业链，还是一条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
利用的‘绿色’产业链？这个问题必须要让科学和
事实来说话。”承办法官这样说。对此，南太湖新区
法院立即启动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查阅大量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走访省环科院相关领域专家，确定废
甲酯油处置性质。

同时，为还原真相，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五条规定，2021年 9月，承办法官推动公
安、检察、生态环境部门与安徽当地有关部门协调
后，共赴安徽现场进行侦查实验。“当时，我们从那
家被查处的安徽燃料商作坊中拉了一车完全一样的
废液过来，放在同一个沥青搅拌站中燃烧，按照规
定方式采集并分析气体。” 现场指导侦查实验的公安
机关侦查人员介绍道。数据表明，废甲酯油在自然

燃烧状态下，因燃烧不充分会产生有毒物质污染大
气。同时结合在案证据，证实废甲酯油被以次充
好，当作“燃料油”使用的行为，产生了环境污染
后果。

据统计，本案所涉非法处置废甲酯油共计2000
余吨，金额高达上千万元。泄漏的废甲酯油，给小
作坊及周围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生态修复成本在
13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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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协作破难题

“砰——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2021年12
月29日上午9时，随着法槌敲响，湖州南太湖新区
人民法院对周某荣等人涉嫌非法处置废甲酯油污染
环境案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席上，被告人始终没有回头；旁听席里，
时而有人窃窃私语。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随着这三
个阶段的依次进行，周某荣等人在利益诱惑下违背
原则、违反法律，最终走向犯罪深渊的过程被层层
揭开。

80吨、90吨、120吨……周某荣等人非法处置
废甲酯油历时之久、次数之多、数额之大让人诧
异。在法律面前，他们低下了头。“我真诚地认罪、
悔罪，服从法院判决。”在最后陈述中，周某荣悔恨
地说。

“砰——现在宣判！”2021年12月29日下午4
时，审判长再次敲响法槌，庄重的声音久久环绕在
法庭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一审法院以污染环境罪
分别判决被告人周某荣等28人有期徒刑9个月到4
年5个月不等，最高处罚金20万元。同时发布从业
禁止令，责令周某荣等被告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5
年不得从事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业务。

回顾这场历时7小时的庭审，无论是公诉书里的
字字惊心，还是被告人痛心疾首的自白，都给参与
旁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地群众、企业主，
带来巨大冲击和警示。“一个举报电话引来这么多部
门重视，这么快就把不法分子判了，而且被污染的
土地也在修复中，我们都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法院。”一名通过共享法庭观看庭审直播的吴兴
区织里镇当地群众说。

明明国家已明确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入刑标准，
各地监管、处罚威慑力也足够强大，可这类违法行
为却总是屡禁难止，究竟是什么让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者一再铤而走险？“是利益驱使，也是法律意识淡
薄！”被告人张某春悔恨地说，“我起先就是个泥瓦
工，那时村里到处都是化工厂，看着大家都挣了钱
就转行从事废油生意。2016年以后浙江大力整治非
法处置废甲酯油，我们贪图利益还是偷偷买卖。”

随着处置设施不断完善、技术逐步升级，我国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明显提升，可相比正规处置渠
道，部分产废企业却为了减少处置成本，将危险废
物转卖给非法收购者。“长期以来，在危废处置监督
流程中，更多关注点被放在了处置本身，对前期贮
存、运输等环节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且非法跨省
转移、倾倒所具有的隐蔽性，进一步加大了日常监
管的难度。”该案承办法官说，“强化危险废物源头
管控，创新环境违法行为发现机制迫在眉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数字法院
改革，开发应用“绿源智治”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
平台，积极促成长三角六地市法院齐聚南太湖新区
签署环资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始终致力于突破区
域、行业壁垒，全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共建、共
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和全面加强生态保护，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3
创新机制守护生态

2020年4月29日，有群众举报称，吴
兴区织里镇的一非法小作坊常有刺鼻气味
飘出，附近村民饱受其困扰。市生态环境
局织里分局的执法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
检查，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跃入大家
眼帘。“现场一片狼藉，各种简易容器随处
堆放，黑色和褐色的油状液体溢流在场地
上，散发着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一名曾到
现场取样的执法人员说。

经鉴定，现场不明化学物质竟是有机
玻璃制造产生的精馏残渣，数量多达300
吨。据了解，这种精馏残渣即废甲酯油，
是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未经无
害化处理直接排放，会对环境、人体健康
产生极大危害，因此早就被列为国家重点
监管的污染物范围，且各地专项清废行动
时有启动。那么，这个小作坊究竟是从何
处取得数量如此巨大的废甲酯油的？这些
废甲酯油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2020年7月，市生态环境局织里分局
将线索移送至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公安机
关正式立案侦查。此后，生态环境、公
安、检察等多部门联动赶赴江苏、安徽等
地，对该案涉及的上下游产业进行调查取
证。伴随着废甲酯油燃烧的滚滚浓烟，一
条非法销售、收购、加工、使用废甲酯油
的黑色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自2016年以来，李某华、郑某
章等人就分别在江苏盐城，安徽滁州、宣
城，浙江湖州等地，从事无证有机玻璃加
工，并在明知废甲酯油应当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的情况下，将废液非法出售给无资
质人员。而案发小作坊的经营者周某荣等
人，则作为“中间商”于 2018 年 7月至
2020年7月期间从安徽滁州、宣城及江苏
盐城等地非法收购废甲酯油，经简单处置
后以每吨加价200元的价格，转卖给下游
安徽燃料油收购商，再被该收购商加工后
以“重油”名义，卖至安徽灵璧县和萧县
沥青搅拌站。最终，这些以次充好的危废
品，从收购时的300多元/吨，一路被抬高
身价超过 3000 元/吨，摇身一变被当作

“燃料油”使用，在焚烧过程中对大气环境
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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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线索扯出大案子

生态环境部督办、28人获刑，斩断危废非法处置黑色产业链……在太湖南岸，对一
起跨苏浙皖三地特大污染环境案件的判决近日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