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霾来袭，多日不散。山东半数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出现重度及严重
污染。入冬以来这种恶劣天气已经
屡次出现，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和健康。曾有专家预言，雾霾肆虐的
状况在中国或许还要持续十到二十
年。如果预言成真，则意味着目前的
发展模式不仅要以破坏生态环境为
代价，甚至要影响到一代甚至几代
人的身体健康。这显然背离了发展
的初衷，也是群众所不愿看到和不
能接受的未来。

治理雾霾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容不得拖延和观望。大气污染的特
殊性决定了人人都可能成为大气污

染的受害者，但受害者又很难直接
追究污染者的责任，所以要有效防
治大气污染，就必须强化各级政府
的责任意识。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履
行职责，将决定治霾进程的快慢和
成败。

现在，各地对于治霾基本没有
异议，一些地方还以壮士断腕的姿
态做出承诺，要在限期内完成治理
目标。一些地方还对完不成治理大
气污染任务和造成环境事故的领导
干部，实行“一票否决”。这固然表明
了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但是
群众更看重的是实效。在治霾出现
持久战趋势时，各地不能再满足于
造势，更应该拿出立竿见影的行动。
否则，治霾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不断升级的预警中走向难以挽回
的困境。

现在，一些地方为治霾，或重拳

打击施工扬尘，或抓紧进行城市绿
化，这些措施确实体现了对雾霾的
全面治理。但是各地在标本兼治的
同时，更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尽快抓
住治霾的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治
本上。一些地方把雾霾看做城市病，
认为雾霾天气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
避免的现象，因为城市扩张、人口密
集，所以会有大气污染，于是治理汽
车尾气和厨房油烟也被一些城市提
上了治霾的进程。这些并非毫无科
学道理，但是很多群众并不赞同，原
因就在于没有抓到有效治霾的根
本。目前之所以雾霾蔓延，主要根源
就在于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方式，
以山东为例，在去年，电力、建材、钢
铁、化工、炼化五大行业就消耗了
80%的煤炭，排放了80%的二氧化硫
和近90%的氮氧化物。与之相应，治
霾的最有效途径当然是调整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要做好调结构的文
章，显然比管住群众的“排气管”和

“排风扇”难多了。调结构意味着摆
脱路径依赖，要在一定时期内牺牲
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牺牲才是对
地方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一些地方
看来，雾霾天气是全局性的问题，仅
靠一个地方牺牲经济发展保护空气
质量，也是白白牺牲。这就形成了治
霾的“公地悲剧”，人人都喊治霾，但
都希望别人比自己多做出一点牺
牲。一些地方在治霾问题上造声势
多，见实效少，可以说与此心态有很
大关系。

雾霾肆虐，群众已经不堪其苦，
现在急需各地比力度、比实效，尽快
扭转不断恶化的趋势。治霾是政府
做出的承诺，能否在限期内完成目
标关系着政府形象，一旦“公地悲
剧”显现，谁都不会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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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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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红杰

在“齐鲁环保世纪行”采访活
动中，笔者听说了这样一个转变：
以前，环保局长的主要任务就是

“跑环评”，有的市甚至开经验推
广会，让那些“擅长”与省里相关
部门和国家部委“打交道”的局长
介绍经验。现在，不少地方在招商
引资上都收紧了口，环保局长成
了环境保护这道“门槛”的守护
者。这种转变是可喜的，因为，只
有政府真正转变职能、转变角色，
环保才有可能步入发展快车道。

在采访中，记者曾听到一位
企业负责人抱怨：几年前政府招
商引资时说得挺好，等到3000多
万元的项目落地了，环评却迟迟
通过不了，企业现在骑虎难下，处
境十分尴尬。这个企业的遭遇，其
实是地方政府GDP情结的一个缩
影。究其根源，还是因为GDP是目
前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硬指
标。对于一些地方官员来说，经济
数字提不上去，工作成绩就难以
得到体现。

在这种GDP至上的思维方式
下，生态环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
因此，要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和
公共权益的利益导向，就必须建
立起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真正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就要求政
府部门把生态环境放在评价体系

的突出位置，建立体现生态文明
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励
机制，并在实践中认真落实。

目前，中组部已经发文，政绩
考核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
对于各级地方官员来说，这不代
表没有发展的压力了，相反，要求
更高了。因为，GDP不抓不行，毕
竟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方面的
数字是发展的重要指标；只不过，
现在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注重
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也就是GDP的含金量。

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
和谐的构建，需要全社会各项指
标综合、平衡地增长，尤其是环境
保护。如果无法呼吸清洁的空气、
饮用干净的水，即使经济数字再
漂亮，又何谈生活质量呢？这种发
展走到了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
不可持续的。

当然，转变执政理念只是第
一步，只有把各项措施进行细化、
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推动环保前
行。环保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政
府不妨在环保上多投入一些人力
物力，创造有利的物质条件。同
时，在评价干部政绩、考察地方经
济发展状况时，除了考核产值、财
政收入、招商引资数量外，把生态
环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生态
指标也纳入考核，推动地方政府
从执政理念到具体工作实现全方
位的转变。

□于文军

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
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
施，引市民连夜抢购。对此，网上几乎
一边倒的批评声，主要理由是：这是在
搞“突然袭击”，没有“缓冲期”，没有走
听证程序。(12月16日《京华时报》)

对于汽车限购，人们不该感到意
外。汽车在带给人们出行便捷的同
时，也带来了不少的现代“城市病”。
此前，北京等城市早已出台类似限购
政策，很多大城市的居民对限购限行
多少也有心理准备，天津的新政并非
完全是“突然袭击”。

从另一方面考虑，若设立了所谓
“缓冲期”，恐怕会人为加剧抢购，不
仅没达到限购的目的，反倒在“缓冲
期”内使城市的汽车数量激增。这是
限购呢？还是变相刺激购车呢？

至于天津实施汽车新政该不该
走听证程序，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对于一些与民生相关的基本生活
资料，如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
格，在进行政策调整时须公开听证；
反之，则无需一一公开听证。进一步
说，地方政府作为经法律授权的行政
机构，有权依法对地方治理做出决
策。如果凡事都要公开听证，工作效
率是不是太低了？这样的政府反倒有

“懒政”之嫌。

国企改革当辟新境界

三中全会《决定》，将现行管资
产、管人和管事的国有资产监管框
架，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相应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方向也已明确，

“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对这些原则性阐述不应做过度
拘泥之解。国内外实践表明，即使是
公共服务，也可由政府购买民营商业
公司提供的服务。自然垄断领域，也
并不天然要由国企运营。国内外企业
史均表明，科技进步的主要驱动力是
民营中小企业。因此，国有资本应尽
可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投资运营

方向应为非公经济暂时无力或不愿
到达的领域。

与此相关联，《决定》指出，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论述有利
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
高竞争力，但更应着眼于各种所有制
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前财经高官坦言，在其职业生
涯中，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合作，总
逃不掉配角的定位和被利用的命运。
地方铁路建设等诸多事例可证此言
不虚。结果是非公人士对新近推出的
铁路建设改革举措多持观望态度。为
消除顾虑，“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
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
壁垒”，当不折不扣兑现。(摘自《新世
纪》周刊，作者胡舒立)

葛公民论坛

对“天津限购”的批评过火了

治霾紧迫，少造声势多干实事
治理雾霾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容不得拖延和观望。要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必须强化各级政府的责

任意识。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履行职责，将决定治霾进程的快慢和成败。

环保亟需政府转变职能
———“齐鲁环保世纪行”系列评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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