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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大风降温天气，使
山东各地一夜入冬。很多居民都
在琢磨，热企今年能否落实“看
天供暖”的承诺，提前把暖气送
到家中。就一些热企的表态来
看，“看天供暖”很可能要落空。

“看天供暖”在不少地方已经
喊了多年，真正落实并不理想。与
往年相比，今年煤价快速上涨，热
企也就没有太多动力考虑如何惠
民了。而且，根据供热管理条例，
冬季供暖的起止日期都有明确界
定。热企如果拿政策和规定做挡

箭牌，提前是情分，不提前是本
分，居民还真拿不出有力的“尚方
宝剑”。

城市集中供暖虽属公共服
务，但是并非无偿提供，居民花
钱买温暖，当然希望供暖是“雪
中送炭”，体现出人性和适时，该
供的时候及时供，该停的时候尽
快停。否则，无论供暖价格怎么
调整，都会造成公共资源的严重
浪费。“看天供暖”的要求并不
高，落实起来却一再卡壳，也不
能只用道德大棒拷打热企，责问
热企为何不关心群众冷暖。解决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在体制
上打破供暖的卖方市场格局和
计划经济思维。

居民作为供暖消费者，原本

应该享有法律保障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等各项权益，但是面对处
于垄断地位的热企，消费者对
于自己购买的服务，是无法选
择的。网上购买一件商品，消费
者可以指定对方在某一天送
达，货物有瑕疵还可以退换。而
供暖消费者在缴费之后能享受
到怎样的供暖服务，全靠热企
的良心了。

当然，随着权利意识的提
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
向强势的热企叫板，比如提出

“分户计量”“看天供暖”，维护自
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在热
企那里，这些合理的要求无一例
外都会碰到软钉子。你要求计量
收费，他们会说很多老旧小区建

筑不节能，不够条件。事实上，很
多新建的成熟社区也罕见有分
户计量的。你要求提前或延长供
暖，他们会说煤炭价格太高，但
是等煤炭价格降下来的时候，他
们又会说煤炭只是成本的一部
分，还有其他很多费用没法降。
供需双方一再博弈，“看天供暖”
逐渐成了“看脸色供暖”，消费者
挟舆论之威偶尔可以迫使热企
退让三分，但是总的来说，消费
者还是看热企脸色。

其实，“看天供暖”并不必然
提高供热成本，它只是让供热变
得更有弹性，更有人性。得益于
对大数据的应用，现在的气象预
报已经能够很精准地预报冬天
的来临和退去。国家气候中心根

据拉尼娜状态，很早就预测到今
年冬季偏冷，而各地供暖部门对
此重要气象信息似乎毫无感觉。
这种麻木就是热企官僚化的典
型表现，而“病态”的根源又在于
企业管理的僵化和不科学。所
以，在考问热企社会责任的同
时，有关部门更应该主动打破供
暖的成规陋俗，把更多的权利还
给消费者。如果真的从供热条例
上删除呆板的“看日历供暖”，在
考核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考
核消费者给他们的“口碑”，让热
企“看天供暖”也不难。

好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城市
的进步。济南就要求1日起提前
热调试，居民家中的暖气片会陆
续升温，这比往年早了一周。

“看天供暖”是理所当然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最严治气”必须把好监测关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今起实施。这部“史上最严”
的地方性环保法规的制定与
实施，彰显了山东人“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的坚定决心，与
此同时，也让山东人民对更好
的“气质”、更多的蓝天白云充
满了期待。

这部基于《大气污染防治
法》的环保条例，从基本原则、
政府职责、工作体制、监督管
理、防治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
面对全省大气污染防治事宜进

行了明确而严格的规范，因其
在问责与处罚方面的空前严厉
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地方
性环保法规”。

“最严治气”的要害在于
“最严”问责与处罚，“最严”问
责与处罚的要害在于“最严”监
测——— 没有严格而科学的环境
监测，就没有准确而可靠的环
境评估，进而就没有真实而到
位的问责与处罚。从这个角
度看，“史上最严”的《山东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虽然善意满满，但
是，要想在实施过程中达成
这份善意，必须要先过好环
境监测这道关。

这其实是一则常识。以
《条例》相关条款为例，第六
十条规定，有“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持续恶化”、“发生重大
或 者 特 大 大 气 环 境 污 染 事
故”、“经约谈后整改不力”等
情形，要对所在地人民政府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依 法 给 予 处
分，这些“情形”的判定无一
不有赖于精准的环境监测；
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对大气
污染单位的处罚措施是基于
诸如“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
物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
染物”这样的事实，而这一事
实的呈现同样有赖于精准的环

境监测。
然而，践行常识绝非易事。

有统计数据显示，仅在去年一
年，全国就发现2658家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存在不正常运
行、弄虚作假等问题，立案处理
的达78起，涉及17个省市自治
区。如果考虑到还有大量监测

“猫腻”尚处于隐身状态，环境
监测环节的问题恐怕要严重得
多。更严重的是，不久前曝光的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给空气
采样器“戴口罩”的“壮举”，揭
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
环境监测方面做手脚的不仅有
作为被监测对象的污染源单
位，还可能有肩负环境监测使

命的某些环保部门的某些人
员。这些人或是在权力寻租中
被相关污染单位收买，或是在
逃避问责中为保护自己或上司
的官帽铤而走险“监守自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史上
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必
然会给相关污染源单位与相关
管理部门带来空前的压力。这
种压力在催逼相关单位与部门
更加尽职尽责积极作为的同
时，也更易于诱发某些单位与
部门的“动作变形”。因此，《条
例》实施之初尤其要把好环境
监测关。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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