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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A_E6_8E_92_E6_c122_481910.htm 电话里主管法律工

作的魏部长还是条目清晰地说着县水务局处罚的事情，急切

要求法律顾问火速赶回单位提供解决方案。接到十六万的罚

单，让一贯以冷静著称的魏部长额头冒了汗。 被处罚的地块

叫环城东区，是采油厂的生活区，虽紧靠市东区但它并不属

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地盘，按照行政区划它属于一个县城，位

于县城的边远地带。这个小区建成落户有近20个年头了，小

区北边就是一条在历史上颇有点名气的河流，叫潴龙河。河

里常年没有清水，就是污水也没有形成细流，远远看去，只

不过是一干涸的河床而已。 今天刚上班，县水务局的执法人

员给负责小区管理工作的单位送来了一张处罚通知书，就匆

匆离开了。王顾问虽动作麻利也没赶上面见来者，在魏部长

办公室简单寒暄了一下，见到桌面上摆放着几页纸，很明显

这就是处罚书了。王顾问惯例埋头仔细看完所有的材料，抬

头第一个对焦的还是魏部长的目光。魏部长的眼光还是那种

叫人看了很舒服的镇定感觉，还未等顾问开口就抢先说了一

句“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在座的各位都笑出了声，因为

他们知道魏部长又一次成功截击了王顾问的口头禅。大家都

了解这位办案 “贪婪”，非得占有所有能占有的第一手资料

才善罢甘休的律师风格。 简短的分析会刚一结束，一干人等

驱车到十几公里之外潴龙河排污口现场实地察看。短短的半

小时车程，车上的人围绕着今天的工作随意聊着，王顾问一

路上滔滔不绝地讲法律，纯然一个法律宣传员的角色。法律



在王顾问的演绎下变得温柔妩媚起来，大家的心情也变得轻

松愉快许多。时间过得飞快，在现场最大的收效就是用数码

相机记下了现场的具体景象。 第二天，在县水务局，接待我

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很耐心的就处罚一事认真听取了我

们申辩理由。魏部长和王顾问配合非常默契，魏部长先向县

水务局的执法人员摆明了关于事实的前两个观点。第一，关

于排污事实属于历史形成，主要原因是没有下水道，关于兴

建排污管道工程属于城市居民生活设施，应该有政府市政部

门投资建设；第二，污水来源不单一有生活污水也有工业污

水，对工业污水作为物业管理服务部门没有管理权限，工业

排污的行政处罚职权依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应该有县环保

局管理，应该区别对待。王顾问接着讲了后两点有关法律方

面的观点。第三，处罚书认定四个排污口并按照每一个口四

万元为单位，共处罚十六万元，属于重复加重处罚范畴，违

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第四，限三天内关闭排污口做不到，

封死排污口在技术上容易操作，后果会引发社区居民生活混

乱，这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座的处罚人员对听证内

容做了详细记录，县水务局吴副局长没有对以上四点申辩理

由给予正面回答，很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开了，顺便问了几个

关于所在乡镇政府协议收取对外关系费的问题。 向潴龙河排

放污水存在20多年了。油田创业初期，石油工人就近在生产

区建设生活区，当时生活区远离城镇，周边多是荒地，当时

的政府对环保工作也不很重视。对采油厂污水排放进潴龙河

造成污染，当地乡镇政府和采油厂通过协商，以油地工农关

系补偿费形式，按照一定标准每年向乡镇政府缴纳一定数额

钱作为解决办法。随着城市规模扩展，东环小区濒临城市规



划区，再加上城市房改政策的推行，生活小区内的房产私有

化了，周边尚有大片农田。在这种事态下，工农关系日趋紧

张，污染形势更加严峻，县水务行政部门采取行政执法解决

环境污染，执法依据正当的，只不过采用关闭排污口、罚款

等这种处罚方式终归不能治本，彻底的办法应有政府斥资建

设污水下水道工程来解决污水排放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县

水务局已经撤销了行政处罚。被处罚单位向上级机关和当地

政府请示，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建设东环小区污水排放系

统。在等待政府批示之时，县水务局下属事业单位黄河灌区

管理局以民事侵权为由起诉被处罚单位，要求立刻停止向潴

龙河排放生活污水，事实和理由如旧。 一波三折，似有誓不

交罚款决不罢休的态势。看来再向县水务局申辩随着事态的

发展已经不现实了，下一步只能向法院答辩来抗辩县黄河灌

区管理局了。在等待法院开庭日子里，单位分管领导一天一

个电话，详细询问律师的办案思路，落实具体的解决方案。

真是的，不知道对方的代理律师怎么想出这么一个怪主意。

行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作为民事主体状告一家物业管理

企业，以污染河道造成环境污染为由的侵权案件是很另类的

案例。首先，原告主体无论代表国家行使河道管理职责，还

是代表河流下游、河道附近村民因农作物减产遭受损失起诉

都不属于平等主体关系。其次，即便因采油厂排污造成下游

河段的农村灌溉用水污染，给农民产生损失，也应该按照油

地双方制定的补偿协议解决，原告仍然没有诉权。最后，河

流属于国家所有，管理河流是水务部门的应有职责，而且停

止侵害，关闭排污口属于行政执法范围，通过行政处罚完全

可以达到目的。 县水务局由执法到诉讼虽都是正常的法律程



序，但这一转变说明了什么？ 城市生活小区的生活污水通过

渠道排到城市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再循环使用，本是很简

单的道理，症结在于这一笔排污水管道的工程费有谁承担。

按照城市用排水的有关法律规定，城市下水道工程属于公共

设施，应该有政府投资兴建。居民生活小区的建设者或者管

理者只负责小区内污水排出管道的建设并负责接通公共排污

管道。 此历史遗留问题存在着油地补偿协议违法、政府不履

行法定义务等问题。乡镇政府不能以牺牲环境污染为代价换

取油地关系暂时的和平，政府不能以历史遗留为借口但过且

过。只有在政府牵头下，协调水务、市政、规划、环保等行

政部门协调有序、综合治理，解决居民小区市政工程配套建

设不齐全的现状，应纠正行政执法者随意滥用变通方式，代

表国家起诉行使民事诉权的行为。 本案“以诉代罚”在本市

开了一个先河，原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下属事业单位）既

没有营业执照，也没在诉状上陈述具体的侵害后果，诉讼请

求只有一个停止侵害，不知道是如何立的案件。起诉前好像

也没有思量周全，假如停止侵害，每天几千户居民的生活污

水流向哪里，再假如法院按其所诉予以保护又该如何执行呢

？ 说到这个份上真的让所有参与此案的人员迷茫，物业管理

公司没有能力更没有义务建设排污工程，至于城市污水下排

管网的连通，所能为的就是上呈市、县政府，翘首以盼政府

尽快组织安排解决方案。想通过诉讼实现部门利益，实忽视

了小区居民利益，也注定不能达到治理潴龙河污染源的目的

，应三思而后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