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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对雾霾没反应，就是给群众添堵

□本报评论员 崔滨

雾霾天仍在肆虐，而各
地政府对此的反应却不太一
样。1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对19

个空气质量重污染城市的污
染情况和应急措施做了梳理
总结，细心的读者发现，包括
重庆、沈阳、济南等在内的5

个城市，在灰霾天气持续多
日后仍然安之若素，没有出
台任何应对措施。

山东省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发布平台的数据显示，6日

上午开始笼罩山东的雾霾天
气已连绵9天，13日15时，全省
有30个监测点位AQI（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为“严重污染”，
而14日济南15个PM2 . 5监测点
过半“爆表”，这些事实无不表
明眼下的雾霾天气，已经成了
危及公众健康安全的公共事
件。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像人
民日报的调查所显示的，19个
深陷“毒雾”的城市，有超过1/4

的地方政府对此毫无反应；而
如果将这一调查扩展到目前
33个空气重度污染的城市，袖
手旁观的队伍可能还将扩大。

PM2 . 5已然让公众喘不
过气来，一些政府部门在应

对雾霾上的少作为甚至不作
为，则更加让人郁闷。

固然，我们每个人都是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和制造
者，但在如此严峻的空气质
量问题面前，政府部门显然
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有
所作为。实际上，有些城市已
经开始做了一些工作，比如
北京，就出台了中小学停止
户外活动，建筑、化工、煤电
等高污染行业临时停产停
工，党政机关带头停驶部分
公车等紧急措施。净化环境
非一日之功，更何况眼下的
空气状况并非哪一个城市单
独造成的，也不是几个城市

出台几项应急措施就能立竿
见影的，甚至上述措施还有
点“临时抱佛脚”的味道，但
有所作为总比熟视无睹、袖
手旁观好得多。

应对污染天气，不是每
一项措施都能见效，但可以
肯定，拿不出措施肯定就不
能见效。实际上，正像北京等
城市所做的，面对这样的雾
霾天，政府的作为空间还是
很大的，比如，是不是应该通
过媒体、手机等平台向市民
发布安全警示，向一些年老
体弱者提供一些服务信息？
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通
知中小学停止室外活动？公

共交通管理部门是不是应该
临时增加公交车的班次，为
不开私家车的市民提供出行
方便？一些重污染企业可否
临时停工？等等。

雾霾天已经持续多日，
可公众对雾霾天的成因依然
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部门更应该向
公众通报造成雾霾问题的根
源到底在哪里？汽车尾气、施
工扬尘、工业排放等这些因
素哪些更关键？只大而化之
谈要减排减污，呼吁民众用
行动为空气质量做贡献，像
是在遮掩政府和企业的责
任。只有让公众充分知晓自

己在大气污染中的责任，政
府才有可能真正调动全社会
对污染治理的热情，共同参
与环境治理。

眼下，“毒雾锁城”的30

多个城市都寄希望于很快要
来的大风降温能驱散雾霾天。
但“好天气不能靠大风刮”，中
国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受雾霾
天，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政府部门与其看老天爷的脸
色，不如抓紧研究雾霾天气下
的应急措施，为下一次可能
出现的雾霾天积累治理经
验，千万别让公众因为政府
的不作为、少作为，在雾霾包
围下又添一层“堵”。

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和制造者，但在如此严峻的空气质量问题面前，
政府部门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有所作为。

□本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1月10日，中国军队一架
运8飞机在温州以东、东海油
气田西南空域进行巡逻，发
现日本航空自卫队两架F-15

飞机进行近距离跟踪，同时
日方还有一架侦察机也在这
一空域活动。为此，中方派出
两架歼10飞机进行查证和监
视。双方军机对峙，不仅引起
世间广泛关注，也使日本借
机鼓噪“中国威胁”。翌日，安
倍晋三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
新闻发布会，无端指责中国，
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对中国
的强硬表态”。但是，解读其
语言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
安倍实际上是变着法儿以令
人难以觉察的方式鼓噪“中
国威胁”。

鼓噪中国威胁是日本的

一贯伎俩。2012年《日本的防
卫》(即“防卫白皮书”)与往
年不同的变化之一，就是强
调中国重视“三战”，即“舆论
战”、“心理战”、“法律战”。然
而，这实际上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毋庸置疑，民
主党政权时期，无论是外相
玄叶光一郎周游列国寻求援
助，首相野田佳彦向联合国

“投诉”呼吁支持，还是自民
党重新执政后，首相安倍晋
三将“竞选公约”颠三倒四，
外相岸田文雄游走东盟散布

“中国威胁”，都是“三战”战
术笨拙的运用。安倍在记者
会上的“强硬表态”，就是试
图通过诉诸舆论，对内顺应
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对外拉
拢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其“王
牌”，就是鼓噪“中国威胁”。

据去年底《读卖新闻》的
调查，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主
张尖阁诸岛(钓鱼岛)为日本
领土”的比率高达90%；根据
今年初《日本经济新闻》公布
的民调数据，认为应“强化日
美同盟牵制中国”的比率，达
75 . 9%；另据共同社今年初进
行的民意调查，大多数日本
受访者都认为“日本政府在
尖阁诸岛(钓鱼岛)主权之争

中过于软弱”。为何有如此民
调结果呈现？一言以蔽之：

“中国威胁”。因此，安倍声
称：“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
本领土、领海，我们没有一点
让步的想法。”

安倍之流对外渲染“中
国威胁”，具有“一石三鸟”的
用意。

一是警示美国，以“修复
日美同盟”，使美国为日本的
战略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日本
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有秀在

《诸君》杂志发表“中国威胁
论”的开篇之作《论中国这个
潜在的威胁》，就是在美国近
八成民众认为日本将成为美
国威胁的背景下提出的，意
在转移美国视线。特别是安
倍试图以所谓“面向未来”的

“安倍谈话”覆盖反省历史的
“村山谈话”遭到美国批评，
以及安倍不顾奥巴马催促，
在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上
态度暧昧，令美国极为不满
时，这种“警示”更加必要。

二是试图引起各国对
“中国威胁”的共鸣，为围堵
中国，实现将“自卫队”升格
为“国防军”，最终突破战后

体制的夙愿提供依据。因此，
安倍声称：“中国如今在南
海、东海和尖阁诸岛采取的
行动，让亚洲各国感到担
忧。”无独有偶，无论是安倍
政权外相岸田文雄在1月12

日与东盟会议议长国、文莱
外交贸易大臣博尔基亚亲王
会谈时称：“如何应对中国依
仗武力进行扩张，是各国共
同课题，期待作为议长国的
文莱发挥作用”，还是安倍派
自民党众议院外务委员长河
井克行递交至北约秘书长拉
斯姆森的亲笔信，称“中国进
一步积极扩展海洋影响力以
及朝鲜的动向，导致东亚安
全形势日益严峻”，都是鼓噪

“中国威胁”。
三是抹黑中国维护钓鱼

岛主权的正义性，变相散布
“中国威胁”。安倍声称：“为
实现政治性目的而给日系企
业、日本人带来伤害，这作为
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
国家是错误的。”这不仅将中
日经贸关系受损的责任推给
中方，而且向日本国内外再
次发出“中国威胁”的警告。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
心研究员)

安倍强硬言论的背后是鼓噪“中国威胁”
——— 中日之间会否动武(上)

封二

□赵勇

“房妹”事件发酵了十
多天后，最新消息是，“房妹
之父”翟振锋已被刑事拘
留，这当然是个令人欣慰的
消息。但更多的疑问，却并
没有因为翟振锋被刑拘而
烟消云散。比如说，“房妹”
之父在为官过程中屡遭举
报，为何至今才被刑拘？用
郑州市一位律师的话说，多
年来，翟振锋违反计划生
育、违反户籍管理、违反婚
姻法、违反公务员法等不
说，光涉嫌受贿、渎职和挪
用公款等行为早就不该让
他逍遥法外了。但事实却
是，这么多年来，翟振锋一
直逍遥法外，甚至边腐边
升，如果不是网络举报扯出
了“房妹”一事，引发了全国
性的舆论持续关注，翟振锋
很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有人说，一则“房妹帖”
让翟振锋落马，这足以显现
网络反腐的威力，这话当然
有道理，但其实，“房妹帖”
让多年来逍遥法外的翟振
锋落马也正是传统制度性
反腐的困境——— 没有爆炸
性的爆料，不能形成全国性
的持续关注，即使一名官员
问题丛生，被举报来举报
去，也有可能像翟振锋一样
成为不倒翁。

观察翟振锋多年为官
的腐败过程，其实很多权力
自肥的事情早已经众人皆
知。比如侵吞集体资产、倒
卖经适房、通过其家人成立

房地产公司招揽管区内工
程牟利，等等。但这些显而
易见的违法犯罪事实，多年
来却并未影响翟振锋的仕
途，甚至被侵吞集体资产的
长城宾馆百余职工上访多
年，都未能撼动翟振锋，直
到这一次，翟振锋因女儿成
为“房妹”而被推上舆论的
风口浪尖。

翟振锋的倒掉，固然是
因为网络反腐和舆论监督
的威力，但翟振锋多年来的
贪肥坐大，乃至边腐边升，
何尝不是当地反腐机制的
处处失灵所致？按说，侵吞集
体资产、倒卖经适房、通过成
立房地产公司以权谋私，这
当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让
当地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举
报不断，当地纪检和司法机
关也断然没有不知情的理
由。翟振锋的坐大和不倒，只
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有很
多与其利益相关者不希望
他倒掉，对举报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而这些人的能量之
大，甚至足以让当地纪检和
司法机关的反腐职能沦为
摆设。那么，这些翟振锋的
利益关联者都是哪些人？又
有哪些人因为包庇纵容翟
振锋而被查处？为什么反腐
机制在权力干涉下会如此
脆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给
出答案，反腐机制在此案中
暴露出来的漏洞，都将无以
修补。

编者按：自“军机空中对峙”，钓鱼岛局势再度升温。透过表象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日本所为，是试图
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达到重整军备和“突破战后体制”的目的；而中国强化军备，则是面对挑衅，“提高
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十八大报告语）。发生战争的
因素存在，但抑制战争发生的因素同样存在。本报特约评论员冯玮从虚构的“中国威胁”、中日反差明显
的舆论导向、抑制“武力冲突”的内外因素等三方面论述钓鱼岛局势，分三次发表。

“房妹”之父倒掉令人亦喜亦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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