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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昨日日霾霾重重重重，，未未见见气气象象发发预预警警
不再“打架”，正和环保部门研究联合会商机制

18日，省城再入“霾”伏，完
全陷入了一片灰蒙蒙之中，能
见度较低，空气质量堪忧。要在
往常，济南市气象台会根据天
气情况适时发布霾预警信号，
但是当天，不少市民等了一天
也没有见到霾预警。环境保护
部和中国气象局均表示，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
定，环境保护部和中国气象局
正在研究联合会商和发布的相
关事宜。

本报记者 孟燕

我省气象部门
已接暂停通知

17 日晚，一份“关于暂停
霾预报预警业务的通知”的图
片在网上流传，“各省辖市气象
局，各直管县（市）气象局，省气
象台，2017年1月17日18时36
分接中国气象局预报司电话通
知，要求立即停止霾预报预警
工作。请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
即刻停止制作和发布霾预报预
警产品。”

气象部门发布的霾预警被
“叫停”了？“今天外面全是灰蒙
蒙一片，几百米之外就看不清
了。上次遇到这种天气，气象台
都发了霾橙色预警信号，提醒
大家注意，今天到现在也没发
布。”18 日，有济南市民询问。

去年 12 月份，雾和霾天气
频繁出现，济南市气象台共发
布相应预警信号 11 期。就在 1
月 12 日，济南市气象台还发布
了霾黄色预警信号。

“对，17 日晚上我们接到了
通知，暂停了霾预警的预报和发
布。通知是中国气象局发的，一级
级下发至省市气象台。”18日上
午，济南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
以后霾预警该怎么发，由谁来发，
会和环保等相关部门进行会商。

山东省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也确认接到了通知。齐鲁晚报记
者又致电中国气象局服务热线，

“文件是真的，是国家气象部门
发布的内部通知，尚未对外公
布。”工作人员解释，“以后会不
会发霾预警，会不会以别的方式
发送，还需协商确定。”

气象台升级为红警
环保局却降为黄警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气象局
也表示，每次重污染天气过程
发生前，环保、气象部门会依法
发布空气重污染和霾预警信
息，各地方政府依据此预警信
息，启动应急应对措施。由于评
价指标体系、分级标准和发布流
程等方面存在差异，环保部门发
布的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与气
象部门发布的霾预警信息有时
存在不一致，给公众认知和地方
政府应对工作带来困扰。

2015 年 12 月 23 日，济南

雾霾愈演愈烈。当天 20 时 20
分，济南市气象台将霾橙色预
警信号升级为霾红色预警信
号：目前，省城已出现严重霾，
预计 23 日夜间到 24 日上午严
重霾仍将持续，请注意防范。

同时，济南市环保局官网
挂出通知，“经环保部门与气象
部门联合会商，预计自12月24
日至 26 日，济南空气质量有所
好转，将维持在中度至重度污
染水平。将目前的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警。”

同一天，气象部门将霾预
警升级，但是环保部门将重污
染天气预警降级，这样的“不一
致”让不少市民费解。

当时，这两种预警信号让
不少市民“傻傻分不清”。“有时
候同一天既有黄色也有橙色预
警，真是搞不清楚了。”

发布流程标准不同
气象霾预警不强制

其实，霾预警是气象部门
发布的预警。2013 年 1 月 28
日，中国气象局对霾预警信号
标准进行了修订，由轻到重分
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分别
对应中度霾、重度霾和极重霾。
发布标准根据大气能见度、相
对湿度等气象要素，还引入了
PM2 . 5 浓度指标，这个标准在
全国都是一样的。

重污染天气预警是环保部
门发布的预警，在济南发布单
位是设在济南市环保局下的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由环保
部门和气象部门联合会商后发
布。根据《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重污染天气预警主要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预测结果、
空气污染程度、大气重污染持
续时间和影响范围，简单来说，
就 是 依 据 A Q I 指 数 包 括
PM2 . 5 的监测，主要是根据浓
度高低变化、持续时间长短以
及未来指数变化的预测情况，
对应发布不同的预警，由轻到
重有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之
分。不过，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
标准在各个城市有差别。

另外，气象部门的霾预警
多是提供生活参考以及健康安
全提示，没有强制性。而重污染
天气预警是政府的一种管理行
为，发布后会有相应措施，比如
红色预警会有单双号限行、企
业限产、学校停课等措施。

本报记者 韩笑

志愿者搜集证据
污染企业被罚300万

民间环保 NGO“绿行齐
鲁行动研究中心”是一个由
民间自发筹备成立的公益环
保组织。现在全职工作人员
有5人，发起人组成的理事会
和专家顾问团队有20人，还
有100-150人的志愿者团队
分布在全省各地。

绿行齐鲁传播与筹款负
责人贾佳介绍，他成立了“拍
客团”，“济南的一个拍友，每
天上班时都从窗口拍摄一
张，一年拍摄了 200 多张，组
合起来排在一起，看到济南
的天很多时候是灰蒙蒙的一
片，非常有震慑力。”

绿行齐鲁动员全省17市
的志愿者参与，自己开展企
业排污监督。绿行齐鲁的一
名志愿者就成功监督了一个
工厂的排污问题。“该志愿者
是东营广饶大王镇人，他发
现家附近的工厂有违规排污
现象，利用晚饭后散步时间
绕到工厂看一看，就能抓到
不少企业夜间排污的现场。
再加上志愿者的亲戚在化工
厂内部上班，也能提供一些
信息。就这样跟踪了近一年，
积累了大量的录像和图片证
据。”贾佳说道。

绿行齐鲁委托北京另一
家公益组织提起了公益诉
讼，而绿行齐鲁则作为支持
起诉单位。在东营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受理下，今年 3 月
双方达成了和解，该企业同
意支付生态环境治理费 300
万元。

“民间环保之路真的很
难，有些部门觉得我们多管
闲事，还有的企业觉得我们
无权监督。”绿行齐鲁创始人
郭永启感慨，“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偶尔会接到涉污企业的

‘恐吓威胁’电话，在调查时

也会遭遇围堵。”

专业性强、待遇低
NGO组织留人难

一心想为山东环境做出
贡献，绿行齐鲁却一直面临
着人手紧张、人员流动性大
的问题。

“就拿我们的专员来说，
志愿者掌握了一些证据之
后，有些时候并不能确定污
染物，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专
员现场确定企业排污情况。
这个工作需要很强的专业知
识，还要频繁出差。”贾佳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

这个岗位很难留住人
才。“这个岗位的人员难招、
流动性大，一旦离职对我们
影响很大。但是人员离职也
是有客观原因的，像我们希
望这个职位招环境科学专业
的研究生，但这样的人才如
果去到房地产等单位，待遇
是我们这儿的2-3倍。”贾佳
说道。

如果提高全职人员工资
就能改善人员流失的局面，
那么问题就很好解决。而国
内环保 NGO 面临的尴尬是，
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提高

员工待遇的资金如何获得成
了问题。绿行齐鲁人员的工
资发放是由基金会进行的资
助，目前绿行齐鲁接受阿里
巴巴公益基金、北京市企业
家环保基金会等4家基金会
的捐助。

“根据我们的不同项目，
可以去申请不同名目的资
助。我们的大气项目就申请
了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的 19 万元资助。但是这些项
目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现
在我们还有钱运营，可不知
道哪天资金就断了。”郭永启
说。

孤独前行
申请基金得去外地

随着雾霾等环境问题的
日益升级，民间环保 NGO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环保
领域渐渐凸显，成为环保工
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北上
广等地的各类 NGO 组织众
多，湖南省也有 15 家以上的
类似组织，而山东的 NGO 却
屈指可数。

“在山东，长期认真在做
环保的社会组织很少。我们
长期合作和了解的就有三
家。一家是做自然教育的无
痕中国，另外两家是山东环
境保护基金会和山东青少年
绿色联盟，这两家都有半官
方的性质，与我们全部职业
化运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其他的则多是一些学生社团
和活跃度并不高的组织。”郭
永启介绍。

郭永启在推动 NGO 发
展时，总会有种孤独感。“山
东是经济大省，但关注环保
的组织太少。省内没有可支
持的基金，我们只能去北京
等城市申请资助。”

困难虽然很多，但郭永
启还是抱着希望。“社会组织
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要是
没有困难，也就没有我们存
在的必要了。”

数量少、留人难、筹资不容易

民民间间环环保保组组织织屈屈指指可可数数

18日，济南空气污染严重，

但气象部门并没有发布霾预警。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随着雾霾等环境

问题的日益升级，民

间环保NGO（非政府

组织）的作用在环保

领域渐渐凸显，成为

环保工作中不可忽视

的力量。而在山东这

样的组织还比较匮

乏，“招工难”、“筹资

难”是他们难以逾越

的生存困境。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