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中国女排在里约奥
运会夺冠了。等待12年终见“王
者归来”，许多人喜极而泣。“女
排精神”很快成了刷屏热词，在
话语多元的舆论场，时代的共
鸣竟然如此强烈。在这一刻更
容易读懂中国，盛赞执着专注
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正是希
望借此攻坚克难，再次为中国
的改革发展提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
女排顽强拼搏创造了“五连冠”
的辉煌，受到女排的激励，国人
喊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
的口号。那个年代，改革尚在起
步阶段，经济薄弱、物质匮乏，
但是中国人民由女排的崛起感
受到了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动
力，学习中国女排成了各行各
业的自觉行动。理想的大旗猎
猎作响，一批不计个人成败的

“急先锋”打破体制壁垒，为改
革趟出了路子，他们也都成了

当之无愧的“铁榔头”。
赛场上从来没有常胜将

军，三十年来中国女排几度起
伏，可见竞技体育的竞争是多
么激烈。让人欣慰的是，中国女
排总有一股打不垮的精气神。
中国女排再次获得奥运会冠
军，实力固然是基础，但是谁也
不能否认，在几场硬仗中打得观
众热泪盈眶的中国女排重新诠
释了女排精神——— 执着专注，永
不放弃。谈论女排精神，过去我
们看重的是吃苦，队员为了胜利
不惧“魔鬼式训练”，而现在我们
更欣赏的是专注和韧劲。中国女
排主教练郎平就像一个为排球
而活的人。作为“五连冠”的功
臣，郎平在退役之后原本可以得
到一个体面的职务，但是她放弃
了这种看上去一马平川却不适
合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海外还
是在国内，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
在国家队，她只以排球为事业，

心无旁骛。在这个充满了太多机
会的社会，很多人都觉得名利唾
手可得，不肯“耽误”一点时间。
而郎平用了32年，才实现了从奥
运会冠军队员到奥运会冠军教
练的“升级”。这个精神偶像闪
烁着理想主义光芒。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需要用
“女排必胜”来证明自己的强
大，女排的这次胜利之所以引
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她们在新
的时代引发了全社会的精神共
鸣。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很容
易让人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也
因此习惯性地拖延或者逃避眼
前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在无数
人在谈论女排精神，正是希望
借此机会重温那段奋斗的岁
月，重树理想的旗帜，朝着明确
的方向坚定前行。

与三十多年前相比，整个
国家和社会都有了深刻的变
化，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具

复杂性和艰巨性，容易改的都
改了，留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
骨头。如果不能咬紧牙关，像中
国女排那样打几场硬仗，看似
安逸的生活就会平添许多风
险，甚至有可能戛然而止。中华
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必然要经历千难万险，没有一
大批像中国女排那样执着专注
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到达胜利
的彼岸。

在里约赛场上，郎平说过
“不是赢球才有女排精神”。成
绩证明，女排精神也不能保证
每战必胜，只是让人在关键时
刻不放弃，在遭遇失败之后依
然选择战斗。弘扬女排精神不
只是为了在下一届奥运会再拿
金牌，更重要的是为当前需要
攻坚克难的改革注入强大的精
神动力。只要我们多一些专注，
少一些浮躁，女排精神的价值
就会在更大范围显现。

攻坚克难需要女排的专注和韧劲

土壤修复的“裕兴样本”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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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济南裕兴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下简称裕兴）原厂
区地上物清理暨土壤修复工
程正式启动。在接下来不到两
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将投资６
亿多元，对１０５.４万立方米的污
染土壤进行修复，土地修复完
成后计划建成１００万平方米的
商住两用社区。

这是“谁污染，谁治理”环
保原则的可贵体现，也是土壤
修复必要准备工作的实质性延
续。此前，裕兴已经陆续完成了
原厂区水文地质勘探、铬污染
状况调查、可行性研究、环境风
险评价、修复工程中试、修复方
案制定等一系列前期工作。

作为土壤污染责任主体，
裕兴在土壤修复上的积极作
为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
要做结论性的评价还为时尚
早。毕竟，实质性的工作才刚
刚开始。鉴于拥有近百年历史
的裕兴之于“化工大省”山东

的某种代表性，接下来更值得
关注的应该是，裕兴此番土壤
修复能否为山东乃至全国的
化工企业土壤污染防治贡献
一个成功的样本。

要做到这一点，裕兴还要
在很多方面付出努力。

在资金投入与使用方面，
需要有一套清晰可控的针对
性财务制度设计。“约计”６.２９
亿元的资金是否能够足额及
时到位，是否能专户管理并全
程接受严格的监管，资金使用
效率如何保障，诸如此类的问
题都需要明确。

在修复过程控制方面，需
要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标准与
监控体系。比如，根据今年５月
２８日国务院颁发的《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
条”），土壤修复工程需要转运
污染土壤时，有关责任单位要
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
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
措施等，提前向所在地和接收
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裕兴早
在２０１２年就完成了大量这方
面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工程

中，再遇到这类工作，是否能
遵循“土十条”的规定，相关部
门的监管是否到位，都值得认
真关注。

再如，根据“土十条”，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到
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发布，在国家标
准推出之前，裕兴原厂区土壤
修复以什么为标准，是否能够
与明年底才推出的相关标准

“对接”，这显然也都是急需明
确的问题。否则，计划建设的
１００万平方米的商住两用社
区，就可能是建在一个“暧昧”
的地块之上。

在修复手段方面，需要有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相对于水
与空气治理，土壤修复面临更
多的技术难题。据业内人士介
绍，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机构
拥有足够高超的技术，能够确
保在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修
复被污染的土壤。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保证裕兴原厂区的土
壤修复能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在工程评估方面，需要一
个真正可靠的评估机构。根据

“土十条”，土壤修复工程完工

后，责任单位要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治理与修复效果进行评
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毫无疑
问，这里最要害的环节就是“第
三方机构”的选择。谁来选择，
怎么选择，怎么评估评估机构
的工作，都是棘手的问题。

在行政管理方面，需要有
强有力的问责体系。没有到位
的问责，就没有到位的监管。
根据“土十条”，我国将实行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终身责任
制，这对防止土壤污染而言无
疑是个福音。但是，当下的一
个问题是，相关责任追究办法
要2017年底前才能出台。在这
之前，裕兴原厂区土壤修复工
程的问责如何推行，如何避免
在明年底出台的问责办法之
前出现治理上的灰色地带，这
类问题同样无法回避。

在某种意义上，问题恰恰
就是机会。如果裕兴及相关各
方能直面这些问题，并创造性
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裕兴原厂
区土壤修复工程就会因其认
真且具有开创性的努力，成为
一个令人尊敬的样本。

刑拘送“不作为”锦旗者，就是打击报复

□吴元中

因多次向镇里、县里反映
污染情况，政府部门也多次承
诺整改但一直不落实，四川绵
阳三台县百顷镇冯勇军等9名
村民给百顷镇党委政府和三
台县环保局送“不作为”锦旗。
结果，几人“刚到县城拿着锦
旗没走几步”就被警方抓获，
冯勇军被刑事拘留，另外8名
村民已被释放回家。（8月21日

《北京青年报》）
对于老百姓反映的问题，

相关部门不是尽快解决，并对
涉嫌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进
行追责，而是反过来拘捕反映
问题者，真是是非颠倒。虽说
与送“感谢”锦旗相反，送“不

作为”锦旗表达的是深刻的不
满心情，说是公然讽刺也不为
过，但其本质是对政府部门工
作的批评。宪法明确规定“公
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
的权利”，那么，三台县相关部
门压制公民的批评权利，不仅
涉嫌违法更涉嫌违宪。

尽管当地警方回应称，冯
勇军等人实属游行示威，事先
并未申请，违反了游行示威法
以及相关规定，但稍微有点法
律常识的人都会对这种说法
产生质疑。游行作为一种宪法
权利，之所以还需要法律限
制、需向公安机关申请并得到
其允许，就在于游行一般规模
庞大，需要行人和车辆避让，
无可避免地使交通和公共秩
序受影响，离不了公安机关维
持秩序。相反，冯勇军等人不

仅人数少，而且从照片看他们
恰恰是走在人行道上，没有影
响正常交通或其他秩序。以违
反游行示威法为由对他们治
罪，显然是违反宪法和游行示
威法精神机械套用法条。

不仅如此，即使冯勇军等
人果真涉嫌违法，根据集会游
行示威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只是可以对其负责人
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
十五日以下拘留，而不是进行
刑事处罚。三台县公安局以涉
嫌非法游行、示威、集会罪对冯
勇军进行的刑事拘留，这难免
让人怀疑是有意把冯勇军往
重里惩治，更显示出有关部门

“以儆效尤”的打击报复心理。
本应谙熟法律的办案机

关不可能连点法律常识都不
懂。尤其值得反思的是，近年
来全国各地纠正了那么多冤

假错案，国家也为此进行了那
么多赔偿，但仍然无法阻止各
地司法机关继续以明显歪曲
法律、违背法律常识的方式涉
嫌制造冤假错案。

由此可见，相应的追责力
度还不够，还不足以产生震慑
作用，而且国家赔偿一般最终
落实不到责任人头上，特别是
个别案件的错办背后有地方
领导授意、支持，使一线的办
案人员不以法律为意。

也正因如此，通过这起一
开始就让人对司法正义产生
怀疑，并有充足理由相信是滥
用职权、对访民或群众打击报
复事件，必须认真考虑如何让
办案人员懂得敬畏公民权利
和对办错案、滥用职权有所畏
惧问题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的目标，必然要经历千难万险，
没有一大批像中国女排那样执
着专注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到
达胜利的彼岸。弘扬女排精神
不只是为了在下一届奥运会再
拿金牌，更重要的是为当前需
要攻坚克难的改革注入强大的
精神动力。

有陕西媒体给读者讲了个
“正能量”的故事。故事说，大学
报名前三天，陕西镇安县一名
女生将装有西安交大录取通知
书的包弄丢了，她根本就记不
清是在何时何地弄丢的，包里
面还有银行卡、身份证等。消息
传开，镇安“全县总动员”，一场
寻找失物的爱心行动迅速展
开。环卫部门更是在第二天一
早赶紧通知环卫外包公司、所
有环卫工人、垃圾填埋场的工
作人员，对县城所有的垃圾桶、
绿化带以及门店住户进行走访
寻找。

放在以前，这故事肯定暖
得人眼眶都会一热，但现在网
友连点个赞都吝啬，并埋怨这
个丢三落四的女大学生，称其
智商令人“捉急”。要说智商的
话，镇安全县的“总动员”中，缺
了一根实事求是的筋——— 大学
录取通知书是有备案的，真丢
了，西安交大不会将女生拒之
门外；银行卡、身份证也是可以
挂失补办的。动用150多名环卫
工人把全城的垃圾翻了个底朝
天，“正能量”是充沛了，但公共
资源却浪费了，老实巴交的环
卫工人的汗水白流了。

为什么新闻中的主角、部
门与机构，以及报道这则新闻
的媒体，他们呈现的“正能量”，
反倒在网友眼中成了“负能
量”？我想不是人的秉性不同，
而是今天人们看待“正能量”的
视角不同。“正能量”的核心内
涵是人性的闪亮，但有时候，闪
亮的人性却不能够更好地起到
激励人的效果。这是因为，朴素
的人性被标签化、形式化，反而
失去了人性的光芒。

不过，还是应该感谢满腔
激情的“扩散”者，感谢烈日下
翻了一天垃圾的环卫工人。网
友不是对正能量不买账，而是
对这一纸录取通知书在寻找过
程中被标签化了的“正能量”的
一种反感与厌恶。有句话说，形
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也会
降低“正能量”的格调与传播效
果。爱心与激情需要保留，但同
时需要抛弃的，是这个时代对

“正能量”落后的审美观念。（摘
自《钱江晚报》，作者刘雪松）

全城寻找通知书

“正能量”并不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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