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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来了

今起天气好转
本报济南12月10日讯（记

者 孟燕） 前一天还能见到
蓝天，10日省城又变成了灰蒙
蒙一片，下午空气质量指数一
度接近“爆表”。根据济南市气
象台的预报，10日夜间起雾霾
将逐渐消散，11日天气将有好
转。

“昨天还是蓝天白云和阳
光，今天早晨起来一看天气又
不行了，啥也看不清了。”10日，
市民苏先生抱怨。济南市气象
台12月10日16时继续发布霾黄
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
范。而根据统计，济南16点、17

点的空气质量指数均达到了
400以上，一度接近“爆表”。

其实，前两天省城虽然也
有霾，但是能见度还不错。10

日，北风将河北等上游地区的
污染物吹到了济南，导致空气
污染加剧。冷空气总体偏弱，北
风又不足够强，清除作用有限，
难以吹散雾霾，却带来了输入
性污染，济南空气污染也达到
了这几天的最高值。

两隐蔽石料厂

被依法强拆

本报济南12月10日讯（记
者 朱洪蕾） 10日上午，济南
市市中区多个部门联合执法，
将两个隐蔽的石料厂依法强制
拆除。

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两个石料厂的位置都非常
隐蔽，在外面很难观察到。

其中一个石料厂在中海国
际社区西南端，石料厂紧挨着
中海国际社区的施工现场。记
者跟随执法人员从山的西侧一
直上坡，在山的西边能够看到
一个石头山立在眼前，是很正
常的山的形状，而走到山的东
侧紧靠着中海国际社区的那一
边，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山体已
经被挖得有些往里凹了。而在
距离石料厂不到20米的地方，
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石料厂
距离最近的居民楼，不超过50

米。
山的一侧被挖得很厉害，

而从山的另一侧根本就看不出
异常，因此从小区外面根本看
不到石料厂，本次得知有石料
厂还是小区内居民举报。环保
局在之前数次下达整改通知的
过程中，都是直接从中海国际
社区内穿过抵达石料厂。

市中区环保局副局长王永
兴介绍，在环保局的前期调查
中，石料厂的法人一直找不到，
导致石料厂的料堆覆盖不全，
目前覆盖了三分之一，有三分
之二没有覆盖。

而另一个石料厂藏在十六
里河街道办事处南康村的一个
渣土堆放点附近了。

本报记者 刘德峰

已经怀有近8个月身孕的
济南市民小孟，自10月份以来，
已经变得越来越焦虑。尽管已
经从不同渠道看到了济南市各
政府部门“断腕治霾”的消息，
可这段时间里多次出现的雾
霾，还是让她倍感失望，“孩子，
真的不想让你降生在这片雾霾
中”。她说，特别是在她怀孕之
后，对柴静年初的那场演讲，也
愈发变得感同身受。

对小孟而言，她并不在意
济南市空气中的四项主要污染
物同比下降的数字，“至少在我
眼里，济南蓝天的数量并没有
增加多少，而且已经两次排名
倒数第一。”她告诉记者，生活
在这样的天空里，她找不到所
谓的幸福感。

和小孟一样，济南市民蔡
先生已经对济南的“气质”产生
了没来由的怀疑。“有一次，我
一出门就觉得济南空气非常
差，呛得鼻子疼。可同事告诉
我，当天济南的空气质量是

‘良’，看不到蓝天只是因为那
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他说。

随着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越
来越多，小孟已经对济南空气
的污染源信手拈来：“燃煤、扬
尘、工业企业和机动车”。不过，
也正是因为了解得越来越多，
她才感到越来越急。

“老工业区的那些高污染
企业为啥还没搬走？为什么别
的城市能对机动车限购限行，
济南还不限？”接受记者采访
时，小孟反问记者。

“最让我郁闷的是济南的交
通。”她认为，济南并不是一线城

市，却比一线城市还要堵，这让她
很难理解。“汽车数量增加了这么
多，每到上下班时间哪条路都堵
得走不动，相关部门真应该赶紧
限号。”她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也
是个车主，可在方便与环境面前，
她现在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环境。

而对于老工业区搬迁的问
题，在她看来，既然是已经做好
的规划，就应该严格按照规划
去执行，至于搬迁成本、就业安
置等问题，也早就应该在规划
时考虑到解决办法。

“可现实让我们觉得很无
奈。”蔡先生告诉记者，作为生
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个体，除了
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
自己出行选择更环保的方式以
外，更多的治霾工作仍然需要
依靠政府职能部门来完成，“这
段时间以来，各政府部门都在

喊着采取了一些措施治霾，但
雾霾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他
说，这种反差也让他开始怀疑
种种措施的有效性，“力度很
大，可治到根儿上了吗？”

“我们都在丧失耐性和定
力。”已投身环保公益工作多年
的陈先生表示，在之前政府部门
治理大气污染的规划中，对污染
物的各项减排措施，多是分阶段
进行。可随着市民们环境保护意
识的逐渐强烈，人们已经无法接
受按部就班的节奏。

陈先生认为，作为个体的
城市居民，还可以为治霾做到
更多，“比如申请污染企业信息
公开，点名污染排放超标企
业。”他说，只有每个人都参与
到环境保护中，并与环境保护
部门形成互动，才能真正为自
己和家人争取到好空气。

““孩孩子子，，不不想想让让你你生生于于霾霾中中””
政府治霾措施喊了不少，可市民怀疑“治到根儿上了吗”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０日
电 红色预警发出后，北京市
各小学或停课４天，或停课３
天，孩子可以在家自习。这看
上去便民、暖心的措施，却给
许多没法放假的双职工家长
带来许多烦恼和不便，雾霾天

“停课不停学”如何不要只是
“看上去很美”？

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如
果学校放假了，那意味着家里
就必须得留人看护，这让很多
难以请假的家长头疼不已。

北京海淀区一位小学二
年级学生的妈妈告诉记者，自
己原本打算还是坚持送孩子
去学校的，但当老师得知全班
只有自己孩子一个人要坚持
到校时，就十分委婉地劝家长
还是把孩子留在家中自习，最
后不得已请邻居帮忙代看了
３天。

这位家长的遭遇并非孤
例，记者采访的多位家长都遇
到了类似的难题。其实，看护
问题还不算最头疼的，真正棘
手的还在后面。比如，北京一
位妈妈介绍，在统计完不上学
孩子名单后，语数外三科老师
就在微信群里发了在家三天
自主学习的详细清单，包括：
雾霾相关主题的小报，语、数、
外小报，日记，英语视频等，关
键老师布置的作业还都不是
现成的试卷或题目，低年级的

孩子如果没有家长的辅助还
真难独立完成。此外，老师发
通知也不都是在晚上，指令会
在上班期间不定时发出，并且
要求家长拍视频或照片微信
给老师批阅。

平心而论，学校也是替孩
子着想，老师在微信上批改作
业工作量甚至比平时更大，更
辛苦。但问题是，孩子放假了，
家长还得上班。尤其对年幼的
孩子而言，家长每晚放学后的
督促都尚显力不从心，更何谈
在单位用电话遥控指挥呢？如
果家里是让老人看护，没有或
不会用智能手机，上不了微
信，登录不了家校互动平台，
那不就不能及时向老师反馈
了吗？这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
评价吗？

雾霾停课预案中是不是
应该把停课在家的孩子考虑
在内，强制性安排教师值班或
开设兴趣小组，并在学校安装
可去除ＰＭ２．５的新风系统，
让孩子有一个去处？提倡素质
教育是不是应考虑停课期间
孩子独自学习的可行性，不要
把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甩给
家长？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可
以考虑给劳动者设置“雾霾
假”等极端天气假期，来解决
孩子没人看护的困境？

这些问题值得有关部门
深思。

““停停课课不不停停学学””看看上上去去很很美美
学校停课孩子没人看，家长建议给劳动者设“雾霾假”

１０日１２时，北京市正式
解除首次空气重污染红色预
警。多位环保专家表示，红色
预警措施对遏制北京市空气
质量恶化发挥了作用。８日７时
红色预警措施正式实施后的
１０个小时，各种污染物排放量
平均减少了３０％。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柴发合等专家表示，连日
来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８
日机动车排放所占比例，从６日
的３２％下降到了７％。

近日，环保部组织中国科
学院、清华大学等十几家国内

一流科研单位组成专家组对
此次严重雾霾污染的成因共
同进行研究分析。

从污染物的排放来源上
看，专家们表示，本次重污染
过程中污染物来源按贡献依
次是：燃煤、机动车、工业源、
扬尘和其他。其中，燃煤污染
物主要来自原煤散烧和中小
锅炉排放。机动车排放包括汽
油车排放和柴油车排放，汽油
车保有量巨大，在静稳条件下
对城区贡献明显；柴油车则单
车排放量大，一次颗粒物排放
显著。 据新华社

北北京京““红红警警””减减三三成成污污染染物物

12月10日，德州实验小学的学生戴着口罩走出校园，放学回家。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10日，济南遭遇重霾，市区近乎隐形。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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