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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治 全民共享
——中国第一个环境日特刊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极大提高。过上好日子后，公众对良好环境的期待，前所
未 有 ；公 众 对 恶 意 排 污 行 为 的 憎 恨 ，前 所 未 有 ；公 众 对 切
实措施的渴望，前所未有。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关 乎 人 民 福 祉 、民 族 未 来 ，是 民 意
所 在 、民 心 所 向 。 我 们 希 望 政 府 部 门 树 立“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意 识 ，为 人 民 谋 福 祉 ；我 们 希 望 企 业
切 实 履 行 环 境 社 会 责 任 ，节 能 减 排 ，担 负 起 绿 色 发 展
的 重 任 。

今 天 的 我 们 ，如 此 珍 视 环 境 权 益 。 但 是 ，我 们 可 曾
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政府部门、企业供职，还是作
为一个工作之外的消费者、居民，是否像要求于他人的那
样，或多或少地要求过自己？

采 取 切 实 行 动 ，尽 快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履 行 每 一 个 人 的
责任和义务。我们需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
生活方式。

成 为 绿 色 生 活 方 式 的 倡 导 者 、践 行 者 和 分 享 者 ，我 们
准 备 好 了 吗 ？ 我 们 遗 憾 地 发 现 ，较 之 于 观 念 改 造 ，一 些
环 保 倡 议 仅 仅 停 留 在 纸 面 上 ，暂 时 还 难 以 转 化 为 自 觉
行动。

我 们 习 惯 于 吐 槽 雾 霾 、宣 泄 不 满 、指 责 他 人 ，但 有 几
个人能在生活中自觉少抽一支烟、少开一天车、少用一点
空 调 ？ 又 或 者 ，虽 然 大 家 会 在“ 光 盘 ”这 样 的 小 事 上 践 行

“绿色”，为什么又对秸秆焚烧、烧烤油烟和工地扬尘等司
空见惯的污染浑浑噩噩、麻木不仁？

在 环 境 保 护 问 题 上 ，多 数 人 没 做 好 或 者 没 做 到 ，不 是

因为不想做，而是对污染缺乏清醒的认知。所谓“知行合
一”，知道的不够“深”、不够“透”，不是内心深处彻底完全
的认同，又怎能唤起自觉自愿的行动？

我 们 不 仅 要 理 直 气 壮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 环 境 问 题 ，
当 仁 不 让 地 提 出 环 境 建 议 ，还 要 时 刻 检 视 自 己 ，看 看
自 己 做 得 如 何 ，距 离 想 的 、说 的 、要 求 别 人 的 ，究 竟 还
有 多 大 差 距 。

行 胜 于 言 ，行 胜 于 思 ，行 的 本 意 绝 非 仅 限 于 责 怪 他
人，而贵在身体力行。

一 个 家 用 小 烤 炉 烧 烤 羊 肉 串 5 分 钟 测 出 的 PM2.5 浓 度
已 经 超 过 严 重 污 染 界 限 的 5 倍 之 多 ，属 严 重“ 爆 表 ”；处 于
怠速状态的汽车在一分钟内排放的一氧化碳浓度接近正
常行驶时的两倍；在 21 立方米的室内吸两支香烟，PM2.5 的
浓 度 就 从 零 上 升 到 超 过 严 重 污 染 界 限 …… 相 信 在 公 众 清
楚了解这些污染的危害后，都能自觉检视自己的行为，淘
汰 黄 标 车 、禁 止 露 天 烧 烤 、公 共 场 所 禁 烟 都 将 不 再 是 难
事。

既 然 同 呼 吸 ，就 要 共 命 运 。 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时 间
表面前，在践 行 绿 色 生 活 的 路 线 图 面 前 ，没 有 人 可 以
置 身 事 外 ，没 有 人 可 以 袖 手 旁 观 。“ 6·5 ”环 境 日 提 醒
所 有 民 众 ，践 行 绿 色 生 活 方 式 ，每 个 人 都 应 该“ 知 行 合
一 ”。

保 护 环 境 ，必 须 调 动 全 社 会 的 参 与 —— 政 府 、企 业 、
公 众 ，缺 一 不 可 。 只 有 各 参 与 主 体 都 充 分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才有可能加速环境质量改善进
程，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蓝色星球。

良好愿望靠努力才能实现 坚定决心靠实干才能展示

付出点点滴滴行动
汇聚蓬蓬勃勃力量

◆本报记者陈媛媛

公众正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
年初，随着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施行，被誉为“环保

界 110”的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接听量大幅增长，公众投
诉环境污染问题的热情，让很多地方环保工作人员忙翻
了天。

从“喊口号”升级为“打电话”，公众关注环境问题的
目光由“家门口”投向公共空间，市民不满足于自扫“门前
雪”，而是变身 24小时监视的“环保卫士”。

过去到处跑的黄标车、趁夜偷排废水的企业，如今
被 犀 利 的 群 众 眼 睛 一 一“ 揪 出 ”；过 去 政 府 劳 心 劳 神
举 办 环 境 宣 传 活 动 却 无 人 问 津 ，现 在 志 愿 者 主 动 帮
忙 现 场 热 烈 程 度 爆 了 棚 ；过 去 只 听 干 吆 喝 的 环 保 倡
议 ，现 在 逐 步 有 了 一 些 自 发 行 动 ，绿 色 出 行 、低 碳 生
活 、节 水 节 电 ，大 有 星 火 燎 原 之 势 ；过 去 挨 家 挨 户 征
求意见，现在有了很多即时通讯工具，只需搭建平台，各
方声音自然汇聚而来……

民智开化，水到渠成。严峻的环境现实，使得每一个
身处地球村的人都无法逃遁，必须勇敢面对，采取行动。

公民素质的提高，环保知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觉
醒，政府开宗明义的态度，让公众迸发出强烈表达自我的
意愿，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逐渐升温。

以往，我们听过很多受到环境污染伤害的人表达抗
议和不满的故事，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更多全新的公民推
动环境议题的案例。

随手拍污染、记录“一目了然”视觉日记、守护候鸟迁
徙通道、蔚蓝地图 App……这些行动各具特色，而他们共
同的特点，不再是“迫不得已”和单纯的“我反对”，他们有
诉求、有对话、有尝试、有努力，也有妥协。

除了参与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公民的环保自发行动
主体正在从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扩大到更具公共话语
权和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中。

这种全新的公众参与环保形式更加容易被政府、企
业等环境管理和治理实施者接受，让问题在社会层面有
被讨论的机会，让公共利益能够在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
社会氛围中得到实现。

我们都做过什么？
从喊口号升级为打电话，目光

由家门口投向公共空间

垃圾去哪里了？被清洁工运走了。
垃圾分类了没有？没有，能回收的拾荒者会去捡。
政府和社会组织提倡垃圾分类多年，但“等、靠、要”

的思想让很多居民未能形成分类倾倒的常识和意识。
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吗？政府和民

间环保组织在社区大规模推广的垃圾分类行动，为何难
以长久坚持？

面对环境危机，很多人很难做到自我反省，更习惯于
一股脑地将责任推给政府和企业。

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
担当分类的责任。政府和企业在污染治理中责无旁贷，
普通公民的个体责任也无可推卸。

除了通过政府和执法部门自上而下的手段之外，广
泛而有效的自下而上的 公 众 参 与 ，同 样 是 治 理 环 境 污
染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力 量 。 在 环 境
保 护 日 趋 重 要 的 当 下 ，我 们 比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需 要 调
动公众的力量。

但是，环境保护要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依
然任重道远。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后，仍有相当一部分人
未能及时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知行远远不能合一。

当有损公共利益的问题出现后，习惯于等待他人指
出、解决，自己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与责任，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思想。

有些地方举办听证会、开放日活动时，很少甚至未收
到市民报名。于是，专业听证户应运而生。这些备用志
愿者很多是退休人员，环保知识水平有限，骨子里要求自
己与上级保持一致，平衡公私利益时，不自觉地僭越了公
众代表这一身份，出现一致同意的结果就不足为怪了。

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人们从来不缺参与热情，
但缺少必要的责任与担当。

人们应全面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环境理念，
主动行使环境法律法规赋予公众的权利，积极参与环境
管理、决策等各项事务，监督环境管理职能部门的环境
执法、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自觉履行环
保义务，选择低碳、绿色生活方式，避免、减少环境污染的
发生。

我们仍缺些什么？
强调个体权利，但对应履行的

义务重视不够

当今，环保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有人用可长期使用
的帆布包买菜，有人骑自行车出行，还有人成为热心的环
保志愿者。然而，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另外一些
人，他们开着长明灯，用着长流水，驾着大排量的豪华车，
喝的都是瓶装水，喝完水的瓶子随手丢弃。

沙尘暴来了，人们叫苦不迭，殊不知沙化与市场对牛
羊肉巨大需求有关；雾霾袭城，人们抱怨治污不力，殊不
知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污染亦有贡献；缺少洁净的饮
用水，人们表达愤怒，殊不知这是过度消耗水资源和超总
量排污的后果……

人们责任意识薄弱，有时甚至处于深度睡眠状态。
环保涉及国家利益和公民健康，责任意识强的公民自然
会主动关心，责任意识不强的公民则把个人的“小我”与
国家、社会这个“大我”截然分开，乃至于为了图个人方便
制造污染。

环境保护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认为，保护环境、防
治污染，应该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公民个人对环境的影
响有限，不该也不能把环保的重任扛上肩。持有这种观
点的人并不少，有些人一边指责企业不环保、政府不负
责，一边却做着与环保相悖的事情。

长期以来，政府大包大揽，公众参与不足，在某种程
度上降低了群众主动维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让公
众有很强的“政府依赖症”。公共事务主要由政府决定，
公众除简单反对外，参与意愿、参与能力严重不足。

用愤怒和抱怨面对公共事件已成民众的惯常思维，
大家满足于道德批判，勇于做“键盘侠”，但做得却远远不
够。是时候唤醒公民的责任意识了，鼓励大家开展更具
建设性的行动，合力驱策政府、企业和自己奋勇前行，才
是正途。

令人欣喜的是，政府已意识到类似的问题，转变政府
主导的管理模式，拓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将部分
社会责任外包，通过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扶持民间公益
组织发展，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彻底改变过去官要
管、民不得不做的被动心理。

我们要改变什么？
摆脱“政府依赖症”，用实际行

动把小我和大我联系起来

垃 圾 焚 烧 之 争 ，曾 引 发 公 众 对 垃 圾 处 理 方 式
的 思 考 。

遗 憾 的 是 ，除 了 拒 绝 将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建 在 自 家
“后院”外，更多时候，公众对环境事件更习惯于做围
观者，而非参与者，缺少建设性的行动。

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有没有切实可行的出路？
对政府来说，要鼓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环保公众参

与，必 须 进 一 步 完 善 制 度 设 计 ，全 面 公 开 污 染 源 信
息 ，将 污 染 源 置 于 公 众 监 督 之 下 ，倒 逼 主 管 部 门 严
格 执 法 ，污 染 企 业 积 极 作 为 。 同 时 ，为 人 们 的 环 境
私 益 和 公 益 诉 讼 提 供 法 律 支 援 ，让 人 们 没 有 后 顾 之
忧地为环 境 利 益 打 官 司 。

新环保法对公众参与做出规定，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 法 律 法 规 ，拓 展 了 公 众 参 与 环 保 的 渠 道 。 但 是 ，仍
然 有 很 多 地 方 需 要 完 善 ，如 听 证 制 度 的 完 善 、信 息 公
开 的 全 面 推 进 等 。 只 有 这 些 合 法 渠 道 进 一 步 完 善 ，
高 涨 的 公 众 参 与 热 情 才 能 得 到 合 理 的 引 导 ，公 众 的
诉 求 才 能 得 以 解 决 ，也 才 更 有 利 于 解 决 错 综 复 杂 的
环境问题。

民间公益组织也尝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吸引更多
人加入进来：

自发了 解 环 境 真 相 的 各 种“ 学 习 兴 趣 小 组 ”大 量
诞 生 ，他 们 不 厌 其 烦 地 去 搜 集 各 环 保 部 门 处 罚 过 的
企 业 信 息 ，并 将 其 汇 总 到 电 子 污 染 地 图上，然后对这
些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促进企业整改。

更有人一次次去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甚至寻求法
律 途 径 ，去 督 促 那 些 怠 于 作 为 的 部 门 和 企 业 履 行 职
责……

下一 步 ，民 间 公 益 组 织需要利用互联网思维，思
考 互 联 网 + 给 我 们 的 绿 色 生 活 带 来 什 么 ？ 了 解 环
境 信 息 需 求 ，思 考 如 何 提 高 公 众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的
热 情 ，重 新 审 视 民 间 环 保 组织定位。

在 日 新 月 异 、充 满 变 革 的 时 代 ，公 众 承 担 多 少 责
任 ，既 取 决 于 每 一 个 人 的 认 知 水 平 ，又 取 决 于 每 一 个
人 的 踏 实 行 动 ，更 取 决 于 对 具 体 事 件 的 实 质 性 、建 设
性 推 动 。 不 可 否 认 ，只 要 行 动 起 来 ，你 就 会 展 示 你 正
面的力量、发挥你积极的作用。

我们应再做些什么？
围观解决不了问题，进步离不

开你我他

四川省内江市环保局等部门近日组织志愿者开展“健康徒步，爱我家园”主题宣传活动，积极推广徒步运动，倡导健康低碳
的绿色出行方式，呼吁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地球。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