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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晚间，环保部就 2017
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察
情况进行通报，其中提到“德州
市各县（市、区）级人民政府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不及时”，
更具体一点就是“预警分级标准
仍未按要求作出相应调整”。

这次环保部做出的通报，
确实给基层环保工作提了个
醒。就效果而言，环境治理离不
开长效机制，也离不开应急措

施，而应急措施能够有效执行
的前提，就在于设定科学的预
警分级标准。标准的调整，表面
上看只是数字上的变化，但这
项工作开展得怎样，却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基层政府对待环保
工作有无责任意识。有要求的
未按要求，有时限的拖延时限，
对细节的“怠慢”若是形成习
惯，环保工作的效果令人担忧。

从此前的报道来看，此次受
到通报的各县区，在预警分级标
准调整上慢了可不止“一拍”。有
关预警分级标准调整的政令，去
年 7 月中旬环保部就已经下发，
当时的要求是当年 11 月 1 日就
开始按新标准执行，德州市政府

则于当年 9 月下旬发出文件，并
要求各县（市、区）进行标准调
整。此次环保部给出的通报，用
了“截至目前”四个字，也就是
说，在从中央到市里的多级催促
之下，相应调整工作仍迟到了至
少三个半月。调整分级标准，应
该不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居然如
此拖沓，恐怕只能用责任意识缺
失来解释了。

如今一说到环保工作，尤其
是大气治理，这是件群众关心、
政府重视的大事，对于在执行层
面身为绝对主力的基层政府而
言，无论如何也容不得丝毫懈
怠。的确，基层管理者的能力可
以有大有小，但至少应该在态度

上调整到最佳状态。如果怠慢
形成了习惯，今天是分级标准
调整工作存在“瑕疵”，那明天
很可能就在执行上打起了折
扣。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环境治
理工作中，基层政府的一举一
动都有风向标的作用，也只有

“带头人”尽到最大努力，政府、
企业以及社会公众，才能形成
最大的环保合力。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大气治
理如今已经进入到“区域协同作
战”的阶段，短板决定容量的“木
桶效应”体现得越发明显，一个
地方做得不到位，影响到的却是
更广阔的范围。去年 7 月由环保
部主持的预警分级标准调整，本

身就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协同
治理”的要求，包括德州在内的
多个城市，其“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的地位举足轻重。态度上积
极，执行上不折不扣，这才能体
现出一个地方应有的责任心，不
仅是对当地负责，更是对整体性
的大气环境负责。

环保部的通报，对基层政府
而言，敲响了警钟，在包括环保
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再微小的
细节也是容不得疏忽的，对待工
作的态度就体现在细节当中。如
果说“被通报”有损地方形象，那
就靠及时的整改挽回颜面，并在
今后用积极高效的工作来重新
树立形象。

“预警标准”难调整，源于责任意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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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武昌血案”舆情背后的古怪逻辑

□王昱

上周六，武昌火车站附近一
家面馆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名
年轻顾客将面馆老板头颅砍下，
丢进垃圾堆。光天化日之下如此
血腥施暴，这起案件本身已经很
让人恐怖了。但更令人恐怖的
是，事发之后网络舆论对该案的
某种评价——— 由于盛传该案的
起因是面馆老板恶意抬高面条
价格，不少网友认为老板被砍

“罪有应得”、同情砍人者“申诉
无门”。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连

一些以精英自居的公共微信号，
也头头是道地评论说这是“用菜
刀跟你讲道理”。

这种舆论倾向很奇怪。以正
常的逻辑分析，老板宰客即便属
实，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
恶，而杀人却是大罪，忽视了杀
人大罪而去指责宰客小罪的“罪
有应得”，这种逻辑无论如何也
是讲不通的。

然而，在近年来很多新闻事
件中，你会发现这种疯狂的是非
标准在网上四处横行。远的不
说，今年春节期间，宁波一家动
物园发生游客为逃票误入虎池
被老虎咬死的案件，按说逃票同
样是小错，为了救人性命击毙咬

人的猛虎也属正常，但事件发生
后，网络舆论竟也是一边倒地谴
责逃票者“活该”、“不作不会
死”，并为被击毙的老虎叫屈。

这类论调之所以会出现，
是因为持此论者评判的依据不
是过错的大小，而是过错离自
己的远近。被人砍死和被老虎
吃掉虽然骇人听闻，却是离自
己很远的恶，远到无法让人对
它积累怒气。相反，逃票和宰客
行为都是离他们很近的恶，大
都曾“亲历”过，而每当看到逃
票者和黑心店主，他们就会积
累“怒气值”，等到积小怒为大
怒，一经有逃票者被咬死、宰客
老板被砍死之类的新闻爆出，

他们就会把被害者当成愤怒对
象的替罪羊，恨不得自己化身
为老虎和砍人者，上去给“仇
人”致命一击。

明白了这个逻辑，也就不难
理解在行凶者是精神病患者的
消息爆出之后舆情的翻转。听闻
这一消息之后，先前还在高喊

“菜刀维权”的网民们脸一变，开
始厉声要求“枪毙这个疯子”。为
什么会有这种翻转？很简单，因
为行凶者是精神病人的消息，一
下子拉近了他的恶和常人之间
的距离。“武疯子”谁没见过？谁
没害怕过？人们对常见之恶的

“怒气发泄”机制又开始启动了，
必欲除之而后快。

说白了，网络舆情围绕“武
昌血案”的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不过是某种怪异的评判逻
辑的又一次“发作”，本质上是
一种群体情绪的宣泄。在一个
真正健全的法治社会里，人们
日常生活中逃票、宰客之类的
恶行都应当被管束和纠正。如
果民众们对这些日常小恶都能
依法维权，那么，那股起于日常
生活的戾气也就不会累积膨
胀。当下某些群体戾气的肆虐，
从一个侧面说明，要建成一个
健全的法治社会，我们或许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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