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娄士强 美编：马秀霞A02 评论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兼
顾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进一步
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
计。其中特别提到，要建立独立
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实现国家和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预报预警和质控，按照适
度上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

的要求加快推进有关工作。
高质量的环保工作对应着

高质量的环境监测。这不仅是因
为环境监测本来就是诸多环保
工作中的重要一项，更是因为，
如果在环境监测环节打了折扣、
出了问题，接下来的环保工作也
就丧失了应有的前提与基础。在
这个意义上，独立权威高效的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立是非常
必要的。环境监测的高质量集中
体现为环境监测的权威性与高
效率。而环境监测是否权威高
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环境
监测的独立性——— 丧失了必要
的独立性，环境监测就容易在各
种“干扰”之下丧失应有的权威

性与高效率。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环境监

测“事故”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某些地方为了缓解环保压力，在
环境监测数据上大做手脚，甚至
不惜以追究刑责的代价对环境
监测进行不当干预。最近被热议
的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
为了“改善”辖区的环保数据，竟
导演出这样一出环保闹剧：指使
人深夜潜入临汾市委办公楼对
环境监测系统进行人为修改，被
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
究刑责。种种“迹象”表明，随着
环保问责的不断强化，各地面临
的环保压力明显增加。在这种背
景下，大多数地方将环保压力转

化为改进环保工作的动力，进而
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但也有一些地方，重压之
下“动作变形”，最终走上环境监
测弄虚作假的歧途。

在这个过程中，有着这样一
种压力传导链条。在通行的环保
问责机制中，各地党政主要负责
人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责任人，其他有关领导成员
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主
要负责人所承担的环保压力又
以责任清单的方式向下传导。在
实操层面，环保压力更多的是一
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传递。在这
种情况下，环保工作的独立性不
足，承压较重的环保部门容易为

“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动心
思”——— 其中，最“立竿见影”的
办法就是在环境监测环节做文
章，以不真实的环境监测数据

“消解”环保任务与环保压力。
强化环境监管尤其是环境

监测的独立性已成当务之急。为
此，必须引入“外力”，强化中央
环保督查与省级环保督查，针对

“属地管理”的弊端，适度上收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完善省以
下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必须全国“一张图”“一盘
棋”，针对分散监测的漏洞，建立
超越于各地之上的天地一体化
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及风险评
估体系。

治污攻坚需要环境监测不受干扰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景观提升”不是瞎折腾的理由

□江德斌

“刚刚修好没使用多久的景
观带和马路，现在又要扒了重新
弄，到底有没有必要？”日前，深
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及中心路
景观提升工程开始施工，透水地
砖不但要用透水沥青路面代替，
绿化带的灌木也要被换成草坪。
不少市民包括部分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纷纷对该工程的必要
性提出质疑。南山区城管局局长
张玉庆表示，该提升工程将暂时

停止施工，会对这些意见进行反
馈。（6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刚修好的景观带和马路又
扒了重弄，这样的场景并不少
见。从视频即可看出，这条景观
带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绿化也
相当不错，根本看不出有啥必
要重弄。可是，当地城管部门偏
偏要将地砖撬开换成沥青路
面，灌木换成草坪，等于是要重
新修路了，而且短短百米就需
耗费千万元资金，怎不令人心
疼，也就难怪会引发市民的集
体质疑了。

在市民包括部分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的批评质疑下，南山

区城管局暂停了景观带施工，准
备根据市民意见进行反馈、讨
论。应该说，当地城管部门面对
市民批评的态度还是可取的，能
够及时将工程停下来，避免了损
失扩大化。不过，这只是亡羊补
牢罢了，现实造成的损失不可挽
回，所谓的“景观提升”也令人费
解，无法释疑市民心中的问题，
尚需做进一步的解释。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当地在
进行景观带改造之前，并未公开
征求市民的意见，市民并不知
情，对于“景观提升”方案衍生的
问题，也没有充分考虑在内，就
一意孤行开始施工，以致造成如

此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显而易
见，这样闭门造车的做法，脱离
了市民的实际需求，也不符合行
政公开原则和程序，应予以纠
正，并追究相关责任。

城市规划是一个系统性的
庞大工程，应有长远的发展眼
光，基于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统一规划部署实施，不能太过
短视盲目跟风，隔三差五就调
整规划、更换风格，最后弄得不
伦不类，城市风格难以延续下
来，亦给市民增添了不必要的
麻烦，还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
金。现在很多城市都存在规划
混乱的局面，道路变成了“拉链

路”，几个月修一次，绿化植物
一年一换，建筑风格、色调不统
一，令人感觉杂乱不堪，缺乏居
住氛围。

因此，各地政府应重视城
市规划的必要性，不要搞拍脑
袋工程，不要热衷形象工程，应
尊重市民意见，以人为本规划
设计，让城市给市民带来便利
和美好。同时，政府应守好“钱
袋子”，须知财政资金来之不
易，一分一毫都应花在有意义
的地方上，要搞好民生工程，不
搞形象工程。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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