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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山东省环保厅官方
微博公开了对“高压泵深井排污”
企业调查情况，称春节以来省内并
未发现高压泵深井排污及形成打
井排污产业链的实例。(详见本报
A05、06版)

省环保厅的这份微博答复，源
于与网络大V邓飞就潍坊地下水
污染事件的微博辩论。双方一开始
针锋相对，后来开始用理性克制的
方式表达。这次公布调查结果，更

获邓飞赞赏，称：“山东环保正在回
应每一举报，再立政微新标杆。”

面对网络热点和汹涌舆情不
躲不闪，认真回应公众关切，及时
公开调查信息，接受公众监督，省
环保厅打了一次主动的舆情战，敢
说敢“亮”的勇气值得肯定，也给其
他习惯沉默应对的政府部门以启
示。回顾这次舆情论战，最大的亮
点是省环保厅一直坚持正面应对，
同时用事实回应质疑，回应网友时
不情绪化。在最新公布的调查情况
中，更详细列出了被举报的25家山
东企业的名称、所在地、被举报的
内容和举报的出处，清楚地解释了
调查结果，给人的感觉是态度诚恳，

调查结论言之有据。相比有些面对
舆情风潮选择沉默应对、事后再出
来按自我逻辑“官方表态”的政府机
构，这次省环保厅的正面回应，无疑
给关注此事的公众以“正能量”。

在这个舆情事件容易出现误
读、误解、误判的时代，作为政府职
能部门，要让老百姓相信自己发布
的是“真相”，先得尊重民众的知情
权。尤其是在这个网络问政的时代，
要建立更加开放、更加透明的政府，
通过政府网站、官方微博、新闻发布
会等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不断推
进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政府做到了公开透明，才能为
实现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

权、监督权落到实处创造条件。
企业污染危害社会和公众身

体健康，公众理应有百分之百的知
情权。政府也好，企业也罢，不能以
所谓商业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污
染信息，否则无异于在逃避责任和
监督；也不能担忧现在没查出问
题、以后再出现问题而不敢公开名
单，事实上，对污染企业的相关信
息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更能打造
全方位、多渠道的疏而不漏的监管
天网及长效机制。

当然，群众对环保的诉求不仅
止于信息公开，各级环保部门对群
众的具体问题还应给出更多更合
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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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敢公开的环保调查更可信

多建公益市场为“菜篮子”减负
孟敏

近日，笔者跟随蔬菜从田间地
头到市场超市，亲历了蔬菜价格三
级跳的过程：一斤冬瓜田间收购价
仅为一毛六七，进入零售市场的销
售价达到每斤八毛，价格涨了三四
倍。笔者认为，要为“菜篮子”减负，要
在“最后一公里”的公益化上做文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最后一
公里”菜价的涨幅实在太厉害。对
此，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曾做过
分析：一是政府对流通基础设施的
投入严重不足，各城市的批发市场
大多由社会投入建设，并以营利为
目的，导致进场费、摊位费、交易费
不断高企，最终反映在菜价上；二是

在城市卖菜的农民生活成本高，社会
保障匮乏，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零
售环节对蔬菜加价；三是农产品的增
值税抵扣政策没有完全落实，让超市
的蔬菜价格始终比农贸市场高。

众所周知，现在国家对蔬菜运
输开通“绿色通道”，这降低了蔬菜
运输过程中的流通成本。因此，批
发市场的进场费、摊位费，零售市
场的租金、管理费，超市的高额进
场费就成了推涨菜价的重要推手。
为此，北京市政府调控物价时，曾
要求新发地等批发市场对卷心菜
等几种大宗蔬菜，免除数百元进场
费，以尽量降低蔬菜批发的成本。
但随着今年物价上涨，房租、交通、
学费都呈上涨势头，在城市卖菜的

小菜商们生活成本增加，在没有其
他收入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上涨的
成本都被折算到菜价中，导致了

“最后一公里”菜价上涨50%，甚至
翻倍。

因此，从长远看，要想稳定一
个城市的蔬菜和农产品市场，最终
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引导农民逐
步建立联合经营体，逐步实行有前
瞻性的订单农业，并由政府在城市
逐步建立一些带公益性质的农贸
市场，在降低菜贩成本的基础上拉
低最终菜价。只有推行“最后一公
里”公益化，让城市自发生成的批
发市场逐步变为政府主导的非营
利性机构，才能从根本上取缔各种
进场费用，降低流通成本。

2011年，国务院也下文要求各
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改造和新建
一批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和菜市场。在政府没全面推行

“菜篮子”公益化这种理想的流通
方式之前，地方政府应向各级批发
市场引入外部监管机构。毕竟，蔬
菜维系着一个城市的消费命脉，要
防止出现不符合市场规律和法治
原则的现象。同时，严格监管目前
普遍存在的进场费，防止进场费随
意上涨，进而推高蔬菜价格。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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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讨论教师节要不要给老师送
礼，一些家长为此纠结不已。

这些年，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
越来越普遍，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
被动的。家长送礼的原因，无非是希
望老师对自己孩子在学习上、生活
上多加照顾。中国自古有“尊师重
道”的礼数，家长感谢老师对孩子的
辛勤培育，这分感恩是情感教育的
重要内容，更应该注重精神层面。

事实上，老师是教育者，是“红
烛”，是“园丁”，教育学生是本职工
作。老师如果按礼物厚薄来决定对
于学生的态度，则与“为人师表”相
去甚远。而且，家长送礼、老师收礼，
还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令其人
生观、价值观跑偏。当学生明白“送
礼能办事”的现象之后，可能不知不
觉便养成“遇事要送礼”的理念，为
走上社会之后大搞不正之风埋下隐
患。因此，治理教师收礼现象刻不容
缓。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教师节
送礼现象很难。一是在一些地方已
经成为一种风气，积习难改；二是送
礼很有隐秘性，家长不说，老师也不
会主动承认；三是相对而言，每个家
长的送礼数目不是很大，不会成为
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怨声载道。

因此，消除认识误区，重建信任
理解，或许才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尊师重道贵在平时，节假日的突击
表达，并不能给老师带来快乐，反而
增加了压力。对于个别老师收礼的
行为，除了制定细致规定并严格执
行之外，有关部门还要为家长们开
设投诉平台，营造反对送礼、收礼的
氛围，让家长们不用送礼也心里踏
实。 (读者 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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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长
“不送礼也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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