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8月7日 星期二
编辑：闫杰 组版：刘燕

时评

“环境知情权”离不开公民的努力

□本报评论员 崔滨

新华网6日报道，湖南民
间环保组织“绿色潇湘”数年
来坚持通过微博、网络等传
播渠道，实时发布河流、空
气、土壤的质量监测情况，让
民众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环
境状况究竟如何，同时唤起
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像“绿

色潇湘”这样的民间环保组
织，如今已遍布全国各地，他
们通过日益专业的监测手段
和环保观念，正成为官方环
境监测体系的重要补充。

众多民间环保组织蓬勃
生长的背后，正是民众环保
意识的觉醒，从2007年的厦门
PX事件，到近期的什邡、启东
事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由
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时有发
生。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里有
了某种对环境污染的恐惧，

这种恐惧一旦被激发出来，
就会形成不顾一切的破坏力
量。如何顺应民众的环保需
求，引导民间环保力量参与
社会环保事业，正成为对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考验。

应该看到，发动民间力
量参与，注重第三方机构协
助，已经在部分省市破冰。例
如，从本月起，山东全省的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就全部委
托给“第三方”公司运营，省
市环保部门共同购买符合质

量要求的监测数据，以确保
空气监测数据质量。

但想要真正促进全社会
参与环保事业，除了部分地
方政府实验性的先行，相关
法律法规的跟进显得尤为重
要。上月初，一则新闻在网上
发酵，称《环境监测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一条
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
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
息”，这引起了广泛质疑，被

认为是对公众“环境知情权”
的漠视。尽管事后环保部有
关官员解释称，该征求意见
稿至今没有出台，且上报国
务院法制办时第八十一条已
经做了很大调整，但依然引
发了公众对民间环保力量前
景的担忧。“八十一条”暴露
出的，正是政府部门与公众
在认知上的隔膜。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当前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理性
维权的意识在迅速提升，开

放环境监测的空间，让全体
民众享有环境知情权，已是
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就要求
相关主管部门打开环境监测
的大门，引导民间组织和个
人参与到环境监测中来，构
建多层次、全民参与的环境
监测体系，同时通过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范和监督，提高
民间环保信息发布的准确
性。而官方公布的环境监测
信息，在公信力上应该成为
民间监测信息的表率。

当前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理性维权的意识在迅速提升，开放环境监测的空间，让全体民众享有环境知情权，已是刻不容缓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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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

8月5日的一场强降雨，
暴露出了济南城市排水管
网的脆弱，多处路段积水，就
连经十路这样的主干道也是
半条路瘫痪，其中，管网淤积
是主因之一。(本报今日A06

版)

诚如有关部门所言，地
下管网建设落后是国内城

市普遍面临的难题，是历史
欠账，但具体到管网淤积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
日常维护来解决的，恐怕就
不能用“落后”和“欠账”来
解释了。

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
造成地下管网淤积的主因
是技术困难和资金难题。先
说资金难题，据了解，济南
每年用于河道、排水管网的
维护经费不足2000万元，远
远低于约1亿元的定额测算
标准，导致城市排水设施维
修养护难以按标准进行。这

一点，我们只要在财政投入
上倾斜一下，以目前政府的
财力应该不是太大的难题。
再说技术困难，只要为工人
作业准备好防毒面具、氧
气、高压疏通车等必要物
资，对于小管径劳动强度大
的管道，一点点疏通，应该
也能逐步解决。

说白了，地下管网淤积
实质是观念的“淤积”。如果
改变了“重地上轻地下”的
观念，淤积的管道也就不难
疏通了。

（作者为本报记者）

管网淤积背后是观念“淤积”

近日，《大祠堂》出品人王建锋在微博报料称，电视剧收视
率可以“买卖”，一年投资5000万就可轻而易举进全国前10，此言
一出引发各路名人与网友的关注。包括名嘴崔永元在内的不少
电视台业内人士，都希望能有司法机关介入，揭开收视率买卖
的黑幕。 (8月6日《长江日报》)

“买卖”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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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丰慧

由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完成的《中国民生发
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全国家庭现住房完
全自有率为84 . 7%。全国家庭
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 . 4平方
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 . 0平方
米(8月6日《北京日报》)。

这份报告中的家庭住房
包括城市和农村两大类，其
中42 . 2%的家庭现住房为平
房，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笔者的一个观点是，如果研
究中国住房问题把农村包括
进来，将会以偏概全、避重就
轻，回避和掩盖许多问题。

这份《报告》在住房问题
上掩盖了两大突出问题。一
是掩盖了城市住房难的问
题。高房价问题由一线城市
已经蔓延到了二线三线四线
城市，一房难求成为全国所
有城市的共性问题。究竟城
市住房完全自有率是多少？
城市人均住房多少面积？家
庭平均住房面积多少？城市
务工人员住房状况以及城市
土地供应存在的问题和高房
价的原因等等，这些应该是
重点研究的问题。因此，在住
房问题上，重点是研究城市
住房问题，而不是把城市和
农村搅和在一起。

另一个问题是，掩盖了

广大农村的住房环境、质量
和 条 件 。在 住 房 类 型 上 ，
42 . 2%的家庭现住房为平房，
其中农村占据绝大多数。而
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贫困
地区的平房，陈旧破损甚至
难以遮风挡雨，既不安全又
对农民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
胁。这部分住房的质量状况
不反映出来，是对广大农民
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广大农
民的不公。

这提醒我们，一些研究
机构牵扯民生问题的研究报
告一定要以人为本，切实站
在百姓一边说话，决不能只
捡光鲜的、好听的、能够取悦
领导的数据。

□盛翔

近日，公安部部署全国
公安机关将制售假药犯罪作
为首要目标，指挥31个省区
市公安机关开展统一收网行
动，缴获各类假冒伪劣药品
2 . 05亿片，商标标识、药盒、
说明书等包材1400多万件，
涉案价值11 . 6亿元，破案800

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00

多名，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100多个。(8月6日《北京晨
报》)

公安部一次集中行动居
然就能缴获2亿片假药，给人
的感觉，假药似乎是一下子
冒出来的；殊不知，假药根本

不是一下子就增多了，而是
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么
多。

一次行动就缴获2亿片
假药的打假成绩背后，绝非
假药犯罪“一日之寒”的反
应。不得不说，假药泛滥并非
都是在非常隐蔽的地下悄悄
进行，药监部门绝非毫不知
情，一次统一行动就缴获2亿
片假药的打假成绩，何尝不
是相关部门长期监管不力的
渎职证明？

试想一下，如果药监部
门真正履行好了自身法定职
责，对假药犯罪发现一起打
击一起，假药犯罪也许就不
会如此泛滥。相反，当假药可

以在正规药店公开销售，可
以在各类媒体上大做广告，
高价收购药盒可以在医院公
开进行，诸如此类，监管部门
除了漠视还是漠视，在全国
统一行动之外，制售假药根
本没有被查处的风险，暴利
驱动下的假药犯罪焉能不异
常猖獗？

某种意义上，对于2亿片
假药的打假成绩，我们一方
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实在
高兴不起来。感到高兴的是，
这么多假药被缴获了，这么
多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感
到不安的是，谁知道还有多
少假药在肆虐？谁知道还有
多少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2亿片假药更是渎职证明

人均住房36平方米是以偏概全

有人说，坏制度下的个
体最容易相互残害，因此要
想改变这个局面，归根结底
必须改变制度。这个观点自
然不错，但是另一方面，制
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悲观主义者的一个
潜台词是既然无法一劳永
逸地改变制度，所以行动就
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不相
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我相信
点滴渐进的力量。我为不知
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

——— 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副教授周濂说。

没错，这种事情在篮球
上也发生过。但我们内心应
该问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是
对的还是错的？体育在很多
时候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

会公民的价值观，如果一块
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
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
价值观比金牌低。

——— 姚明谈到国羽球
员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
资格时说。

作为一个大学，剑桥带
给学者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时间
是关键因素，它能让学者从
容地选择他们所想要研究
的领域。而我们所说的空
间，指的是让学者拥有如何
支配研究时间的自由。

——— 剑桥校长乐思哲
接受柴静采访时说。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
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

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
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
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
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
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
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
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
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
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
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
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
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
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它应该成为学生——— 同时更
加重要的是——— 成为老师快
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
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

——— 学者傅国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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