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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气质”不是靠“空话”吹的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大气污
染防治形势严峻，PM10浓度同比
上涨近两成。然而，面对同样的自
然气象条件，产业结构偏“重”，济
宁和临沂的空气质量改善工作走
在了全省的前列，空气质量同比
明显改善。

环保困局日益深重，已经成
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而
济宁、临沂卓有成效的“治气”经
验，值得其他地市借鉴效仿。

济宁、临沂地处内陆，在治理
空气污染方面，其实并不具备天然

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济宁，作为传
统的煤炭产地，火力电厂数量多，
一年的煤炭消费量四倍于北京，治
气的难度甚至要比其他地区更大。
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两地仍能够
逆势突围，思维方式与发展战略的
转变，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虽然两地“治气”的具体细节
有所不同，但核心理念是相通的：
一是明确责任，二是严格标准。为
了打赢这场艰难的战役，两地的市
委、市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
空气质量，责任落实到人。同时，在
治理二氧化硫排放过程中，济宁制
定了比国家标准更严的“济宁标
准”；临沂也建立了招商环评预审
机制，对于高污染的项目，一律说
不。制度上有保障，管理上不放松，

才有了两地天清气朗的新局面。
从两地的“治气经验”中不难

看出，在发展经济和治理环境之
间，济宁和临沂很好地兼顾了两者
的平衡。为了环境的改善，敢于主
动牺牲一些经济利益。宁愿GDP数
据缩水一点，财政收入减少一点，
也要优先保证空气质量。应当说，
这种做法可谓远见卓识。因为改善
居住环境、维护市民健康，才是真
正的惠民工程，也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两地或许少了些气势宏伟
的工业园，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眼前
利益，但日趋清洁的空气却成了市
民们生活的福祉，也为两座城市赢
得了更长远的发展空间。

难以回避的是，目前有些地
方政府，还坚持GDP指数至上的

思维，一切工作都围绕着拔高经
济指标开展。对环保中存在的问
题，或是不舍得投入，或是下不了
决心整改，最终都做成了表面文
章。“治霾基本靠风，治污基本靠
冲”，这种浮皮潦草的做法，令环
境危机一年比一年严重。

空气虽然无形无质，但治气
的工程却复杂而艰巨。解决空气
污染，也不能靠几句“空话”，更要
有突破陈规的实干精神。“面对我
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会洒下热
泪”，济宁市环保局局长李继凯引
用马克思的名言，描述自己的心
境。的确，如果现在不有所行动，
那么深受污染之害的后人，给我
们的不会有感动的热泪，而是无
情的冷语。

便民的公共自行车才能骑得更远
雒武

潍坊市的公共自行车已经推
行约两周时间，受到了群众的欢
迎。根据统计，目前累计借车次数
为 349961人次，办理各类借车卡
47612张，近来有几天的借车量已
突破3万人次。更为可喜的是，已
有两对新人，选择骑用公共自行
车举行婚礼。原本显得土气过时
的自行车出行，又重新成为了一
种生活的时尚。

由政府埋单为市民们提供公
共自行车，可谓益处良多。一方
面，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另一方面，鼓励倡导更多
人通过自行车出行，也是治理交
通拥堵、尾气污染等“城市病”的
良方。一辆小小的公共自行车，背
后透出的是城市管理的智慧。

以往，面对城市管理中出现
的难题，一些政府部门无一例外
地采取了严管的措施。交通压力
大了，就搞个“严管街”；摊点摆
得多了，就弄个“示范路”。这种
做法看似挺有成效，其实是典型
的“割肉补疮”，只是让一两条道
路秩序井然，根本问题依然难以
解决。

而公共自行车的做法，才是

真正的对症下药之举。有了专门
的停车点，不用担心车辆存放问
题，而且借取交还都很方便，市民
们自然愿意选择骑车出行。这也
说明，政府所倡导的“低碳环保”
的生活方式，仅靠宣传引导还远
远不够，更要把公共服务落到实
处。服务到位之后，市民享受到了
好处，自然会对政府的方针政策
予以善意的配合。

但在“限制”和“疏导”两种手
段之中，有关部门往往喜欢前者。
主要原因是，“限”要容易得多。规
定一出，只管着罚款就行了，成本
也大多要由市民来承担；而“导”

却相反，完善服务要投入大量人
力财力，弄不好还费力不讨好。所
以许多地方都视疏导为“下策”，
更乐于采取严管的办法。

实际上，这种只知道严管重
罚，滥施行政权力的管理办法，是
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只会治
标难以治本。而要做到对城市发
展的难题“标本兼治”，首先需要
改变的，是管理部门自身的态度。

（作者为本报山东新闻中心编辑）

近日，笔者不止一次发现，许
多中学生的校服空白处涂满了一
些另类的图画和宣言。校服摇身一
变，变成了画布。让人看了眼花缭
乱，心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校服是学校的一个标志，代表
着学校的形象和文化，体现着学生
的精神面貌。学校让学生穿校服，
不仅仅是为了整齐划一，更是为了
防止学生互相攀比，以致在穿着上
花费太多心思而耽误学习。学生的
穿着就应该朴实、庄重、大方，尤其
是校服不应太过个性，这也是学校
管理的需要。

这种在整洁的校服上信手
“涂鸦”的现象，应当引起学校管
理者的重视。虽然学生喜欢张扬
个性，但也不能突破尊重教育这
条底线。

（诸城读者 祝建波）

校服不能“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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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寒潮预警又拉响了，济
南市提出多年的“看天供暖”又进
入争议期。

“看天供暖”是个好事，但这
个“天”到底由谁来“看”？是市政
府、供热办、供暖企业，还是用户
代表，抑或是一个多方组成的联
席机构，这个主体要明确。否则各
方纠缠不休，到时候挨冻的还是
老百姓。

同时，明确看什么“天”，是天
气预报的近几天来的平均温度，
还是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如果天
气预报跟实际感受有差距，有没
有相关的应急机制，应当提前规
划好。

（济南读者 可顺）

“看天供暖”

应有民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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