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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军

人人要把责任扛肩上

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渐
进、动态的过程，需要政府、企
业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与付出。
如果大家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去指望别人付出，而不去反躬
自身，做出有益于环境的改变，
这就不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社
会 成 员 面 对 雾 霾 时 应 有 的
态度。

鲁 迅 先 生 曾 言 ：“ 列 国 是
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
举。”“立人”之要，在于培育公
共精神、涵养公共文明。笔者
以为，守护我们共同的蓝天，治
理雾霾这一公共危害，这不仅
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我们每个
人对此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
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

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
式 ，自 觉 履 行 环 境 保 护 义 务 ”。

《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
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
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
控告”。因此，治理雾霾需要人
人参与，通过每个人积极主动的
行 动 ，为 保 卫 蓝 天 做 出 一 份
贡献。

首先要坚持低碳出行。私
家 车 的 尾 气 排 放 是 造 成 雾 霾
天 气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每 个
人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都 应 践 行
绿 色 出 行 。 上 下 班 、外 出 旅 行
时 尽 量 少 开 私 家 车 ，多 乘 公
交 、地 铁 和 火 车 ，要 通 过 改 变
出 行 方 式 减 少 汽 车 尾 气 排
放 。 不 要 小 看 这 种 改 变 。 以
沈 阳 市 为 例 ，目 前 全 市 私 家 车
保有量已超过 180 万辆 。假如
每 辆 私 家 车 主 少 开 一 天 车 ，按

每 辆 车 一 天 排 放 至 少 600 克
污染物计算，就可以减少污染
物排放近 1100 吨。

其 次 ，要 加 强 环 境 监 督 。
俗 话 说 ，群 众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到大
气治理当中，对污染大气环境
的单位和个人及时举报，让这
些污染单位和个人无处藏身，
并受到应有的处罚。

第三，采购绿色产品。每
个人都要从我做起，提高环境
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积极参
与绿色采购，自主使用绿色产
品。如采购新能源汽车、家用
厨房的油烟排放使用绿色标志
产品等。

守护蓝天离不开你我他。
只要共同行动起来，每个人都
积 极 主 动 参 与 到 大 气 治 理 当
中，长期拥有那片蓝天就不会
是奢望。

◆慎言

自进入采暖季以来，一些
地区重污染天气频现，当地政
府均根据各自制定的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要 求 ，对 各 类 企 业
提 出 了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要
求 ，模 式 基 本 上 是 按 照 预 警
级 别 提 出 降 低 负 荷 和 削 减 污
染 物 的 比 例 。 例 如 ，河 北 省
大 多 地 市 要 求 ，二 级 预 警 时
降 低 负 荷 和 削 减 污 染 物 30%，
一 级 预 警 时 降 低 负 荷 和 削 减
污 染 物 50%等 。 并 且 ，要 求 企
业“一厂一策”，制定有针对性
的应对措施。

数据表明，应急预案措施
的实施，对降低雾霾严重程度
起 到 了 关 键 作 用 ，值 得 肯 定 。
但是笔者发现，目前的预案仍
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其一，某些预案只强调降
负荷，而没有提出污染物削减
的要求。事实上，降负荷与削
减污染物不是完全关联，还有
可能相反。也就是生产负荷下
降了，但污染物排放反而增加
了。以玻璃行业为例，如果机
械 地 执 行 降 低 生 产 负 荷 的 要
求，窑炉产生的氮氧化物排放
非但不会明显降低，反而会因

为工况变化导致排放量增加。
其二，污染物削减基数不

明 确 ，导 致 可 操 作 性 不 强 。
部分企业“一厂一策”中没有明
确污染物减排或者负荷降低的
基数。有的是以额定负荷作为
降低基数，有的是以现运行负
荷作为基数。但是，存在一种
可能，即某企业额定负荷远远
高于正在运行的负荷，而且重
污染天气前的负荷远低于预定
负荷，如果机械地按照降低比
例执行，可能重污染天气时根
本不用改变负荷就能满足应急
要求。如某企业的某台锅炉额
定负荷是 200 吨，而重污染天气
应 急 之 前 运 行 负 荷 仅 仅 是 50
吨，如果按照降低 30%计算，重
污染天气时需要运行的负荷是
150 吨。那么按照现行的运行
状况，不用做任何改变便可以
达到要求。

其三，“一刀切”式的要求
带来的影响大。部分空气质量
差、改善难度大的地方，由于环
境质量改善压力大，地方政府
在遇到重污染天气时往往会采
取过于严厉的措施，甚至会采
取“一刀切”式的做法。这一方
面 让 企 业 苦 不 堪 言 ，怨 声 载
道。另一方面，也让政府的公
信力受到损害。这均不是环保

工作的本意，甚至可以理解成
为一种“高级黑”，反正出了问
题都是环保“惹的祸”。

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有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不能急于
求成。面对重污染天气，应对
措施要科学化，力争实现可行
性、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应 对 措 施 应 注 重 可 操 作
性 。 可 以 考 虑 探 索 分 行 业 停
产、分区域停产，并明确停限产
的基数。只有明确了具有可操
作性的措施，才能做到有针对
性的督查，也有利于社会和公
众进行监督。

应对措施制定应注重实际
性 。 应 该 从 实 际 出 发 提 出 要
求，建议从行业特点出发，有的
行业停产不现实，就提出可行
性的降低排放的方案；有的行
业是本地区的支柱，可以在降
低污染物排放的基础上，探索
污染物排放替代，即让其他行
业企业关停腾出空间，让支柱
行业正常生产。

应对 措 施 制 定 应 从 区 域
出 发 。 预 警 的 目 的 是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 ，在 区 域 内 谁 也 不
能 独 善 其 身 ，必 须“ 抱 团 取
暖 ”。 最 好 是 省 级 制 定 一 个
相 对 宏 观 的 预 案 ，各 地 市 根
据框架制定细则。

应对重污染天气要科学施策

既为践行者 也做监督者
◆沈胜学

大气是流动的，面对大气
污染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应对
污染天气既是政府的事，也是
公众自身的 事 ，人 人 都 有 责 任
和 义 务 ，人 人 都 要 努力争做应
对污染天气的践行者、宣传者
和监督者。

当好践行者。应对污染天
气，公众需要做到能源消耗减
量化和污染物排放减量化，这
是公众的守法义务。《大气污染
防 治 法》第 七 条 指 出 ：公 民 应
当 增 强 大 气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
采 取 低 碳 、节 俭 的 生 活 方 式 ，
自 觉 履 行 大 气 环 境 保 护 义
务。机动车尾气是 PM2.5超标的
重要原因，因此公众在应对污
染天气中应自觉支持车辆限行
规 定 ，自 觉 践 行 绿 色 出 行 理
念。冬季家庭取暖，应尽量减

少燃煤散煤使用。
当好宣传者。教育决定意

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效
果。环境宣传教育的核心价值
在于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最
终影响其环境 行 为 ，从 而 持 续
推 动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 提 高 公
众 环 境 意 识 ，仅 靠 政 府“ 高 大
上 ”的 宣 传 引 导 还 不 够 ，更 需
要 公 众 主 动 向 身 边 的 人 开 展

“ 接 地 气 ”的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
自觉宣传环保法律法规、普及
环境保护技能和方法、传递预
警信息，使公众理性看待、积极
应对、主动参与污染天气应对
工作。

当好监督者。实践证明，
有些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当口
号喊，却在应对重污染天气时
不 执 行 应 急 措 施 ，减 排 措 施
形同虚设；有些小散企业为了
追求最大利润，藏身于城乡结

合部、偏远乡村，没有配套任何
环保设施，造成污染物直接排
放。相对于庞大的企业数量而
言，行政 执 法 力 量 毕 竟 是 有
限 的 ，监 管 疏 漏 在 所 难 免 。
同 时 ，《环 境 保 护 法》为 公 众
参 与 监 督 明 确 了 权 利 ，部 分
地 方 为 鼓 励 公 众 参 与 监 督 还
出台了有奖举报办法。当前，
严峻的环境形势迫切需要公众
加大参与监督的力度，尽早发
现环境污染行为，以弥补行政
监管力量的不足。

空 气 清 洁 、新 鲜 ，人 人 受
益。空气污 染 、浑 浊 ，人 人 受
损 。 在 应 对 重 污 染 天 气 过 程
中 ，公 众 要 自 觉 克 服 与 己 无
关 、个 人 排 放 贡 献 不 大 、消 极
埋 怨 等 思 想 ，从 身 边 事 做 起 ，
为 应 对 重 污 染 天 气 、改 善 环
境空气质量取得最大实效而不
懈努力。

治霾要做参与者
编者按

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卫处统计，除夕上午 8 时至正

月初六（2 日）上午 8 时，北京累计清运烟花爆竹残屑 700.54 吨，

同比减少 16.2%。由此说明，市民燃放烟花爆竹的总量整体呈

现下降趋势。不只是在北京，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减少雾

霾，不是环保部门一家之力，而是要靠各级政府、企业，特别是

公众的共同努力。本版今日特刊登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
擒王。治霾工作就是要针对产能
过剩、超标排放、机动车污染等，
出重拳、下狠招，取得立竿见影
的效果。然而，雾霾源很复杂，它
们 之 中 有 大 老 虎 ，也 有 小 苍
蝇。 要想尽快呼吸到新鲜空气，
需打好组合拳，老虎苍蝇一起打。

这里所指的小苍蝇 ，不仅仅
是小企业、小作坊等大气污染源，
也包括百姓传统生产方式和任性
生活习惯导致的大气污染排放，
如南方农村“烧火粪”积肥等导
致大气点源排放。当然，这可能
不是导致大面积、长时间重污染
天气的元凶，但肯定是制霾的小
喽罗之一。

什 么 时 候 能 呼 吸 到 新 鲜 空
气，要看每个人愿意付出多少。
不可能每个人都不去改变自己的
生产生活方式，还希望马上能有
蓝天白云。如果大家愿意多付
出，这个过程就会快些。因此，大
家应积极行动起来，改变不当生
产生活方式，莫以霾源小而任性
为之。

窃以为，治霾在突出防治重
点，强化政府、部门和企业职责的
同时，也要强化公民意识。公民
应当增强环境意识，采取文明、低
碳、节俭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消费
方式，自觉履行大气保护义务。
天上不会掉馅饼，好日子是干出
来的，治霾也一样。公众要积极
参与大气环境保护，履行公民职
责，采取不同方式参加保护活动，
制止或举报环境违法 行 为 。 环
保 组 织 要 充 分 发 挥 工 作 能 力 、
特 点 ，正 确 引 导 公 众 参 与 环 保
公益活动。地方政府要完善和
建立相关法规，要求社区、村社
制定民规乡约，约束传统生活、生
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鼓励公众改
变不利于治霾的传统习惯。只有
每个人都来为治霾添力，蓝天白
云才能常见。

莫以源小
而任性

◆李学辉

治霾事关你我他
◆陈文艺

可能有人要问，我们不是
企业家，不开车，不烧煤取暖，
不 事 农 稼 ，不 经 营 饮 食 烧 烤 ，
更 没 有 财 力 从 事 房 地 产 的 开
发 经 营 ，霾 的 产 生 跟 我 们 有
什 么 关 系 ？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为
治霾埋单？

殊不知，人们的每一次消
费行为，都间接或直接造成了
致霾污染物的排放。我们须臾
不可离手的手机、电 脑 ，每 一
个 配 件 的 生 产 都 可 能 排 放 出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 我 们
不 烧 煤 取 暖 ，但 办 公 照 明 、家
用 电 器 用 的 每 一 度 电 ，75%由
火 力 发 电 厂 供 给 。 我 们 不 从
事 农稼，但每一粒米、每颗豆都
是地上长出来的，伴随着稻谷
一起生长的，还有秸秆。我们

的 每 一 次 网 上 购 物 、网 络 订
餐 ，所 购 物 品 的 包 装 袋 以 及
餐 具 盒 等 ，在 生 产 以 及 消 纳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污 染 物 ，都 可
能 成 为 挤 爆 环 境 容 量 的最后
一棵稻草。

因此，在雾霾面前，我们不
仅是受害者 ，也 是 制 造 者 。 不
管 是 企 业 还 是 个 人 ，不 仅 要
控 制 欲 望 、防 止 自 身 过 度 消
费 造 成 额 外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
而 且 要 充 分 理 解 、积 极 配 合
和 支 持 当 地 的 产 业 结 构 、能
源 结 构 调 整 ，对 违 法 违 规 、超
标排放企业实施关停并转，淘
汰尾气不能达标的黄标车和老
旧车，以及在污染天气下对正
常生产的企业实施限产、调峰
生产甚至停产，对机动车进行
限行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

对企业的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
活 造 成 一 定 影 响 。 但 是 ，这
是 在 目 前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环 境
和 现 有 科 技 水平下，我们应对
雾霾天气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和
承担的责任。

窃以为，公众个人如果热
衷于在室外零下几十度的气候
条件下，把室内暖气或空调温
度调到二十多度，相关企业特
别是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大
气污染物排放大户，如果还在
为哪个行业 或 企 业 对 霾 的 贡
献 大 、哪 个 小 而 争 论 不 休、互
相推责，而不是切实采取有效
措施，致力于本行业或企业污
染减排能力的进一步挖掘，那
么 这 些 都 是 极 不 负 责 任 的 做
法。防霾治霾与每一个人息息
相关，也需要每一个人的自觉
行动。

加强政策引导 注重宣传教育
◆刘银祥

现实中经常有这些现象：
一些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故
意不开启或不正常使用环保设
施；部分居民煤改电拿到政府补
贴后，因电价高继续燃煤取暖；一
些居民知道乘公共交通可以减
少污染，仍然开车上下班。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公
众为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消费效
用的最大化，都无可厚非。但
是一些企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重视污染治理，甚至存在偷排、
漏排、直排等违法行为，造成环境
严重污染；一些公众遇到重污染
天气会质问政府何时能让群众
呼吸上新鲜空气，而自己却不
愿意乘坐公共交通，甚至连买
菜都开车去。如何使企业单纯

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企业同
时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使
消费者从追求消费享受转为同时
追求消费享受和社会责任，值得
政府部门好好研究解决。

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系统
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
当前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提高
空气质量，政府部门必须研究并
出台政策措施，使企业和公众主
动担当社会责任，由要我减排转
变成我要减排，由要我绿色生
活转变为我要绿色生活。

加强政策引导。在出台政
策措施时既要注重破，更要落
实立，建立激励机制，使企业主
动落实政策措施，增强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如果只破不立，
一些企业就会玩“你来我停，你
走我产”的猫鼠游戏，不利于调

动企业积极性，治理效果更是
无从谈起。

加强宣传教育。要加强环
保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社会责
任感，从而强化其对绿色产品
的偏好，即使绿色产品的价格
稍高也倾向于购买绿色产品；从
学校入手，对儿童进行环保责任
教育，树立环保人物的榜样作
用。公开环保信息，利用公共舆
论广泛谴责不环保的行为，大
力宣传绿色项目和绿色产品。

将严格执法与教育引导相
结 合 。 不 断 完 善 执 法 方 式 方
法，提升公众和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防止企业或公众对行政
执法产生厌烦或逆反心理。执
法人员要把教育引导渗透到日
常工作的全过程，不断提升企
业和公众知法、守法的自觉性。

◆熊孟清

无论从无害化、资源化、减量
化、节约土地、节约资金的角度，
还是从人民满意的角度，垃圾分
类处理早已成为共识。我国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开始提倡，并
在 2000 年试点推广，但垃圾分类
处理成效却不及预期，4 个问题
值得思考。

首先，应思考垃圾分类与分
类处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垃
圾分类要与后续分类处理相适
应 ，即 有 什 么 样 的 分 类 处 理 能
力就应该推行什么样的垃圾分
类 。 当前，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的关键是建立物质利用设施和
寻找合作伙伴，推动物质利用免
受市场化废品回收利用波动的干
扰，使之真正成为垃圾分类处理
的可靠力量。

其次，要思考分类标准和分
类程度的问题。垃圾分类与分类
处理关系取决于现有处理设施及
当地物质利用、能量利用和填埋
处置的最佳比例，而这也是确定

分几类和分到什么程度的依据。
如果现在只有焚烧、填埋设施 ，
而且不打算发展废纸、塑胶、玻
璃 等 可 回 收 物 的 物 质 利 用 ，就
只 需 要 将 可 燃 有 机 垃 圾 、易 腐
有 机 垃 圾 、不 可 燃 无 机 垃 圾 分
离 ，规 划 建 设 易 腐 有 机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再 复 杂 的 分 类 就 是 浪
费。如果一地的物质利用最佳比
例只有 40%，非要把废纸、塑胶等
可回收物和餐厨垃圾分出 40%以
上也是一种浪费。

三是思考分类主体及其积极
性的问题。在明确垃圾分类与分
类处理关系、分类标准和分类程
度后，还要分析分类主体及其积
极性，进而提出因地制宜的分类
方法。垃圾分类是由每个人完成
的，即分类的 主 体 是 人 ，必 须 分

析 人 参 与 分 类 的 选 择 与 行 为 。
我们现在缺少分类主体及其积
极 性 的 系 统 分 析 ，不甚清楚垃
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准确
率、分类方法、分类程度与人的
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工作状
态 、居 住 状 态 、教 育 、偏 见（心
理）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提
不 出 因 人 而 异 的 分 类 方 法 ，更
谈 不 上 提 出一城一池普遍接受
的分类处理方法。

就一 国 而 言 ，不 同 城 市 、不
同乡村和不同地域的垃圾分类
处理方法与其自然状况、经济、
文 化 和 生 活 习 惯 等 有 关 ，应 当
具体分析。

四是要思考政府部门如何强
制推行垃圾分类的问题。谈到强
制，多想到建章立制和依法管理，

通过制度化和管制把分类处理方
法和监管方法上升到社会选择与
行动层面，这是必需的。但往往
法不责众。

因此，必须在科学分析分类
主体及其 积 极 性 的 基 础 上 ，将
分类主体分门别类，发挥单位、
小区、社区等组织的作用，划片
推行和加强监管。

除 此 之 外 ，政 府 部 门 还 必
须 做 好 最 坏 的 准 备 ，即 公 众
拒 不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怎 么
办 。 对 此 ，政 府 部 门 不 妨 事
先 告 知 公 众 ，将 按 无 害 化 标 准
推 行 垃 圾 的 集 中 二 次 分 选 ，由
此增加的处理费用应由公众分
担。用经济手段促进公众进行垃
圾分类，也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教
育方式。

解决四个问题 促进垃圾分类

德 司 达（南 京）染 料 有 限 公
司 因 向 运 河 偷 排 废 酸 ，前 不 久
被扬州中级法院二审判决构成
污 染 环 境 罪 ，罚 金 2000 万 元 ，
相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近 日 ，江 苏 省 环 保 联 合 会
对德司达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 ，要 求 其 赔 偿 环 境 污 染 修 复
费 用 2428.29 万 元 ，南 京 中 级 法
院已受理此案。

据了解，2014 年新通扬运河
扬州与泰州交界处发生的“5·15”
水污染事件，造成附近的多家水
厂被迫停产停水。导致 此 次 水
污染事件的原因是有人向水体
倾 倒 酸 液 。 经 公 安 、环 保 等 部
门联合对相关企业、船舶排查，
锁定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德

司达公司。
抽丝剥茧进一步查明，为节

约成本，在明知顺久公司无废酸
处置资质的情况下，德司达公司
以 每 吨 580 元 的 低 价 处 置 费 用
将废酸交顺久公司处理。顺久
公司又以每吨处置费用 150 元的
价格将废酸转给同样没有废酸处
置资质的丁某某。最终，丁某某
指使船工夜间驾船将平均浓度达
59.34%、数 量 超 过 构 罪 标 准 800
多倍的 2698.1 吨废酸不做任何处
理直接排放至河中。

在这一过程中，德司达公司
节约了大量废酸处置费用，负责
废酸处置的有关负责人也得到数
目不菲的回扣。

守法本应是企业的底线，但
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对赫赫有
名的上市大企业，还是籍籍无名
的小微企业，甚至是对曾经有 过
很 多 光 环 的 知 名 企 业 ，环 境 监
管一刻也不能放松。

对 那 些 为 了 获 取 非 法 利
润，知法犯法，不惜铤而走险悍
然污染环境、损坏生态的行径，

有 关部门要毫不留情地打出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 赔 偿 和
信用联动惩戒的组合拳。要发
动社会力量、舆论力量，对一切
环境违法行为露头就打。要采
取 一 切 可 能 的 、合 法 的 手 段 ，
让恶意环境违法者付出令自 己
终 身 难 忘 、令 他 人 忌 惮 胆 寒
的 成 本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让 那 些心
存侥幸的企业主长记性，有效遏
止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

环境监管一刻也不能放松
◆贺震

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面对重污染天

气，应对措施要科学化，力争实现可行性、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