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拥有七百余年历史
的著名非遗项目，北京市门头
沟区的“皇家琉璃”正经历一
场生死存亡的考验。今年4月
起，该地所有琉璃厂因烧煤不
符合环保规定而被关停。

到目前为止，门头沟地区
的“皇家琉璃”最终能否恢复
生产尚不得而知。如果经由环
保部门进一步的“产业性质认
定”，琉璃生产确已“跻身”《北
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
调 整 推 出 及 设 备 淘 汰 目 录

（2017年版）》，属于北京市淘汰
产业，关停很可能就意味着这
一非遗项目的终结。

显然，这是一种谁都不愿
意看到的结果。在这个趋势的
背后，可以看到环保风暴与非
遗保护之间的某种张力。“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强化环保管控，是践行绿
色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题中之义。当两者之间
发生冲撞时，最可取的态度无
疑是尽力寻求“双赢”的结果，
尽力避免“双输”的结果。

具体到“皇家琉璃”，环保执
法的最好结果应该是，在坚持环
保标准的同时，还可以帮助相关
企业找到一条出路——— 如果它
们能实现由烧煤到烧天然气等
的技术改造，如果它们能引进过
滤设备让煤烟排放达标，如果它
们可以引入现代工艺让传统工
艺得以延续和发展，那么除了被
关停，一些企业似乎还可以有其
他选择，以免薪火相传的传统工
艺因为环保风暴戛然而止。在严
格环境执法的同时，有关部门在
政策乃至资金等方面给予企业

一定的帮助，帮助它们尽快达标
复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相反，不
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考
量，“一刀切”式的关停看似公平
公正，依法行政的背后也容易产
生两败俱伤的结果，不仅非遗项
目遭受致命打击，原本理直气壮
的环保执法也会因为过于简单
粗暴而被公众质疑。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既是政治任务、民心工程，也是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清洁生
产的助推器。环保执法不是刻舟
求剑、削足适履，面对雷厉风行
的环保督察，环保执法不能止步
于“一关了之”，对环保问题应分
类处置，既要及时回应合理的环
保诉求，也要兼顾其它——— 其
中，有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更有广大群众的正常生产与生
活。也正因如此，环保部政策法
规司司长别涛日前在新闻发布

会上明确表示，从未要求环保部
门“一刀切”。环保部的“两个态
度”也很鲜明：反对部分地方平
时疏于监管，污染环境；反对部
分地方在环保督查时，采取简
单、粗暴方法，片面处理发展与
环保的关系。

自环保问题实行党政同
责以来，环保早已成为各级党政
部门不敢怠慢的“高压”，任何对
环保责任的不作为、慢作为和假
作为，任何企图蒙混过关、对整
改要求的敷衍懈怠，都可能面临
着严厉的问责。由此，当环保风
暴来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不免
用力过猛，失去平衡。在对违法
企业严格执法，坚持“零容忍”的
同时，各地也要平衡好发展与环
境的关系，在促进经济不断发展
中更好地保护环境。因为，群众
需要山清水秀的环境，也需要宜
居宜业的城市。

别让“皇家琉璃”在关停之后失传

当环保风暴来临的时候，
有些地方就不免用力过猛，失
去平衡。在对违法企业严格执
法，坚持“零容忍”的同时，各地
也要平衡好发展与环境的关
系，在促进经济不断发展中更
好地保护环境。群众需要山清
水秀的环境，也需要宜居宜业
的城市。

“骡子讹人”与城里人的“镜中自我”

葛试说新语

现实版“达康书记”也得受监督

□吉祥

近日，一位市长的视频在
网上热传，视频中该市长狠批
下属和开发商不作为的片段，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网友热衷于为他们喜欢的
人和事贴标签，热播剧《人民的
名义》带火了达康书记。而这个
在现实中被媒体点赞的在任市
长，具有雷厉风行、强势决断的
一面，细看确实能找到达康书
记的影子。《人民的名义》热播
时，每每达康书记展现其强势
一面的时候，总能让他的粉丝
感到过瘾。当这样一位官员从
荧屏走向现实，“我们市长太帅
了”的赞美，也能迎合很大一部
分呼唤能吏的百姓。

终身制的废除，给官员的
权力框定了一个施政的有效
期。剧中“孙连成”这样的庸官、
懒官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在于
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十八
大后，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一
些官员干脆不作为，既不腐败
也不干事。类似达康书记这样
抱着时不我待的念头干事创业
的官员之所以受追捧，正是在
于他们给一个地方的官场生
态、社会生态带来的巨大改变。

这种干事创业的激情以及由此
展现出来的施政魄力，很容易
受到公众的追捧和青睐。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晰地
看到，如一位跳槽去企业的离
任市长所说：管理城市的规则
已成型，市长只要遵从规则就
可以。即便是在一些发展相对
落后的地方，主政者想超常规
发展，也应该尊重既有的法律
规章。以视频里那位市长的作
风为例，拆迁安置、官员任免都
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流程，公众
可以对达康书记的铁腕甚至有
时表现出来的独断喊好，但在
法治社会里，对程序正义的尊
重是基本要求。

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转型期，利益格局复
杂多变，很多地方的发展仍然
滞后，需要有能力、有担当的官
员。追捧达康书记这样的官员，
就是这种民意的体现。不过，当
公众给予这些想干事能干事的
官员最大的信任，甚至让渡个人
的权利时，官员们更应该意识到
权力的外面有一个笼子。公众也
应该明白，面对积极作为的官
员，对其信任和对其监督并行不
悖，从过往的经验教训看，对待
达康书记这样的官员，搭好权力
的防火墙、用好法律赋予的监督
权，既有利于一地发展，也是对
其仕途的最好保护。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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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21日下午，有网友发帖称
他在张北草原天路“被骡子远
距离碰瓷”，后来经过协商，赔
偿给骡子主人4500元。事件一
经爆料，立即引发大量关注。
骡子的主人对记者否认“因骡
子受惊索赔一万元”说法，他
表示，事件是因游客在嬉戏过
程中吓到骡子，继而导致骡子
受伤残废才要求对方赔偿。（8
月23日《北京青年报》）

真相“大白”之后，所谓的
“骡子讹人”变成了“人欺骡
子”，是非曲直已有警方的执
法记录、图文说明和记者采访
相互印证呈现，而最无辜而倒
霉的，一定是那只不会说话也
发不了微博微信的骡子，因为
它在受伤且丧失干农活能力
之后，在与其长期相伴的农民
夫妇哀戚的神色中，被早早地
卖给了肉贩子。

美丽的乡村、悠远的草
原，轰鸣的摩托，猎奇的“他
乡”游客，“嘴笨”的当地农民，
似乎一切有关刚刚起步或者
质地不那么精良的乡村旅游
生态，都被活生生做切片摆置
在众人面前，让人目不暇接甚

至惊心动魄。游客说租借摩托
车时，经营者没有给其发出

“不要离骡子太近”之类的提
醒，实属生活世界隔膜的结
果。在乡土世界，陌生人不要
离农畜太近，不要打扰、惊扰
它们休憩，是三岁小孩都知道
的生活常识，也属于基本良
知，经营者怎么可能会想到有

“见识短浅”的游客居然连这
点底线都不守呢？

只知道闷声干活的骡子，
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助力，是
农民在大地耕作与收获时的
重要伙伴……这个道理很难
讲，对于某些可能“一辈子”连
骡子毛都没见过一根的、好奇
心特重又有在朋友圈里晒幸
福之癖好的游客而言，乡村田
野中拴着的一头骡子，说不定
会是被有意打造的一处景点
呢！在被人造景观豢养得习惯
性“看假”的视野中，一头真实
的悠然吃草的骡子、一个真
实的农民生计场景，都被当
成一场秀甚至一个局了。于
是，便心安理得地、恣肆酣畅
地开始消费起来，甚至在骡
子因为受到惊吓而踢腾、跑
动的至少二十分钟内，或许
更激起了游客的兴奋与欢悦，
而丝毫不顾忌对一头牲口难
得的安闲权利的侵袭，以及对
农民财产的侵犯。

换一个情境，如果这些玩
心重的游客回到自己的生活
世界中，会不会对邻居家的狗
狗、猫猫也采取此种惊吓、拍
照、取乐动作？本能反应一定
是“那怎么可以”，不仅因为宠
物可爱，更因为“打狗也要看
主人”。不过，他们根本不知
道，一头干农活的骡子在农民
眼里就不仅是可爱，而且是可
亲可贵，因为那是撑持生计的

“劳力”，也是共担苦乐的伙
计，平白无故受伤、万般无奈
被卖做肉骡，其痛感是单靠金
钱根本无法“购买”或偿付的。

有些到乡土世界去旅游
的人，连起码的文化的敬意、
文明的尊重、道德的限度都没
有，总以为拿着钱去了就是

“大爷”，想看啥就看啥、想怎
么看就怎么看，这种做派实在
是傲慢与丑陋的，折射的是一
个私心膨胀的“镜中自我”。既
然在警方调解下，事情暂时告
一段落了，接下来，对于游客
在微博中对农民夫妇的“诽
谤”以及那头骡子被出卖后造
成的心理创伤，建议有热心律
师能帮助他们打一场官司，用
现代的维权手段，让这些自诩
高贵的人懂得在乡下如何保
持正确的姿态。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