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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冰雪运动与冬奥

■ 张惠

入冬以来，京津冀区域持续了多
日的重污染天气，东北地区重污染天
气也卷土重来。环保部指出，在这么
大范围发生重污染天气，内在原因是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过大，不利的气象
条件是外在原因。

唯物辩证法指出，内因是事物变化
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
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面对
公众连连“霾怨”，雾霾治理各自为战已
经无效，已然来临的冬季供暖季严峻气
象条件，迫切呼唤全社会的防守矩阵，
以赶走频频扰民的“雾霾君”。

首先，雾霾治理需要地区协同。
对于近期笼罩华北、东北大地的大面
积雾霾，气象专家表示，始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绥化和大庆一带，重污染主要
来源是冬季燃煤采暖和生物质燃烧。
而随着各地逐渐启用燃煤采暖设施，
在夜间近地面的高湿环境下，硫酸盐
的二次转化加剧，PM2.5 的影响有所
加大。这就充分说明只有各地主动扛
起环保主体责任，打破环境治理“一亩
三分地”思维，既要“扫好自家门前

雪”，又要“管好他人瓦上霜”；既要协同
作战，群防群治雾霾，又要相互监督，共
同促进大气治理，如此才能更好地治理
雾霾，共享清洁空气、蔚蓝天空。

其次，雾霾治理需要部门协同。
以往，由于利益驱使、责任不明、监管
缺位，环境大多数时候成为经济增长
的“牺牲品”，“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
府买单”的区域发展模式屡见不鲜。
现在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再加上环
保督查问责及环境责任审计，环保部
门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但雾霾的
成因多种多样，各地污染源也各有侧
重，比如北京雾霾成因中机动车排放
占了绝大比例，而河北等地则主要是
由于污染企业的违规排放和燃煤。这
就决定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个系统工
程，需要党政同责、环保部门当先、其他
部门各担其责，摒弃“环保跟我没关系”
的错误观念，从源头狠抓重污染排放工
厂的“关停并转”，加大对大气质量的管
理考核问责，积极倡导公众践行环保绿
色理念，形成治理雾霾的“拳头”。

最后，雾霾治理需要人人协同。

我们每个人都既是环境的消费者，也
是环境恶化的成本支付者。在这方面，
无人能置身事外。作为共同的生活环
境，置身于雾霾毒害的每一个公民，都
有防治雾霾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说,防
治雾霾，人人有责。面对雾霾天气,我
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比
方说,减少开车,多搭乘公交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绿色出行，积极举报重污染天气
违规排放行为，提升自身环保意识等。
而随着个人环保意识的增强，企业的外
部监督就越大，政府治污能力也就越
强。虽然一个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
但人人协同就会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形成防霾治霾的强大力量,最终会带给
我们“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生活环境。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
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
天。”雾霾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区
域、部门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
相信不久的将来，“惬意地呼吸、诗意地
栖居”终将成为我们的“新常态”。

伴随城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高
速发展，近年，雾霾范围和浓度似乎也
在同步跟进。笔者的观点或许很感性，
在专家学者那里也得不到认可，不过没
关系，我们先看几个相关化学概念和数
据。几个化学概念，即有关专家与媒体
曾说，经过对强雾霾分析，污染物中包
括有机碳、元素碳、硫酸盐、硝酸盐、铵
盐、扬尘等。其中硫酸盐、硝酸盐和铵
盐是基于一次排放的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和氨气（NH3）气体经
过化学反应形成。再看几个数据。有
媒体报道，近年北京年平均PM2.5排放
中，机动车占 25%，燃煤 19%，餐饮 11%，
工业 10%，外来输送占一定比例。除以
上概念、数据，关联因素还有大气气压、
气流、湿度等。看了这些，我们是否应
该自问：硫、酸、硝、氨等化学气体是从
何处排放出来的？关乎 PM2.5 排放升
高的几个数值说明什么？

众所周知，包括雾霾在内的生态环
境污染破坏，主要源于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的巨大改变。2001 年，金鑫先生在

《中国问题报告》一书的第七部《生态
篇》中，特别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
市化？”该书在以北京空气污染为例时
说，（当时）北京 2.5 万台各种锅炉，1.6
万台小茶炉，近百万小炉灶，源源不断
向天空散发着氧氮化合物、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上百万辆长蛇般的汽车，使
都市大街小巷上空充满一氧化碳、铅、
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汽车给人们
带来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却也无情
地在索取着人们的健康。”今天，北京地

区的污染企业（钢铁、煤矿、水泥等）迁
址停产，燃煤单位压减，煤改电（气）措
施，汽柴油标号提升，秸秆再利用，等
等，确实取得了显效。但同时，城市规
模人口数量增加了多少？机动车增加
了多少？森林绿地面积增加了多少？
垃圾、污水处理率提高了多少？山间河
湖中的鸟雀鱼虾减少了多少？周边省
区还有多少使用燃煤、燃烧秸秆情况？
这些与市政建设规划，与产业结构调
整，与创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与理念，
与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是不是还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从气象学角度讲，雾霾与大气气
压、气流、湿度等密切关联。但归根结
底还要从人类自身找原因，即现在人们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
变。也就是说，事实上“从煤水电气油
到空调、冰箱、机动车的使用，从江河湖
海、草原森林到风电、水电、核电的资源
开发利用，从垃圾倾倒、污水废气排放
到化肥施用，等等，无不影响生态环境
的清浊优劣，无不与百姓利益相互关
联。”（《只有一个地球》）一家一户一单位
的空调、机动车、秸秆燃烧、燃煤，对雾霾

“贡献率”可能微乎其微，而数十万个单位、
数百万家庭在同一时间段使用这些东西，
岂不就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氧氮化合物、铅、
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碳氢化合物吗？

古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雾霾防治亟须“源头
活水”，亟须正本清源。只要全社会形成
共识，筑起“防患未然”堤坝，定会打赢雾
霾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

已经是早晨8点半，屋里黑漆漆的，拉
开窗帘，电影里“生化危机”的场景展现在眼
前，厚重的雾霾仿佛束缚了呼吸，马路对面的
公园变得影影绰绰，心情一下子很不好。儿
子揉揉眼睛，看着我说：“妈妈，出去玩儿一会
儿吧。”那一刻，我对老公近两个月一直在与
我讨论的移居大理计划动心了。

翻开手机，朋友圈被一篇名为《霾困北
京时》的文章刷屏了，文章很全面、中肯地讲
述了雾霾对城市——北京，造成的影响，也
通过信鸽比赛完成羽数骤减、儿童医院呼吸
道感染疾病接诊量上升、GPS手表定位时间
延长等数据直观地呈现了雾霾的负面作用。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窗户外面的
天气，然后打开手机里的空气指数软件，查询
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关注PM2.5的数值，决
定是不是要戴口罩出门，是不是今天可以开
窗户，屋里的空气净化器需要调到大风量还
是小风量。似乎从雾霾成为2013年年度关

键词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和它脱不了干系。
当我们不断调侃自己身处“仙境”时，思

想却在不停思考如何冲破雾霾，找到解决空
气污染问题的办法，尽快恢复良好的空气质
量。2014年 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指
出，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
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
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
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
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
追究。

2016年11月17日，雾霾橙色预警笼罩的
北京依旧灰蒙蒙的，学生们已经停止了所有户
外活动，大街上人们佩戴的各种颜色的口罩成
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图片新闻的头条是
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儿，标题是《我想尝试骑
车“救”北京》，她主要讲述的是推崇单车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给人们在快节奏城市带来简单、
愉悦、随心的感受。然而，这个题目出现在雾

霾经常光顾的北京既讽刺又现实，作为城市的
一份子，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为了蓝天、为了健
康、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即便是微不足
道的改变，坚持下去也会达到质的飞跃。

当我们看到违规排放废气的餐馆应该
第一时间拨打12369、当我们遇见没有遮盖
的渣土要联系城管执法人员。从自我做起
绿色出行、配合国家煤改电工程……只有当
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明
天才会越来越好；只有当每个人都肩负起

“治理雾霾”的责任时，这个社会的未来才会
越来越好。

治理雾霾不是一句口号，治理雾霾是一
项任重而道远的大工程，治理雾霾是需要“全
民皆兵”的大动作，自上而下重视、自下而上的
实施。就像以前公益广告里总是宣传节水那
样，不要让眼泪成为人类的最后一滴水，现在
不要让雾霾窒息了人类的明天！

李琳/文

入冬以来，雾霾不断袭扰城市上空，人
们越来越感觉雾霾的污染源排放威胁着每
个人的健康。

每年秋冬交替时季，我国中东部地区持
续的雾霾天气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各种
各类污染源的不当排放引发的多种“毒气”，
危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再不提高环保意
识，既坑害自己，又祸害子孙。

造成雾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经济发
展的粗放型模式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电
厂、炼油厂、化工厂以及工业生产、汽车尾
气、燃煤、扬尘所释放出的毒气成大众健康
的主要威胁。大量“有毒空气”导致各地感
冒、肺炎、鼻炎、喉癌等病人病患激增。机动
车尾气排放或成雾霾源头之一，而油品的质
量又是尾气排放“元凶”。除机动车排放制
造雾霾，各种各类污染源排放，也促成雾霾
形成的源头。

雾霾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直接危害人
们的身体健康。依靠自然界的风雨解决净

化空气问题，是一种侥幸心理。为净化空
气，提倡每个公民做力所能及的事，养成爱
护环境的良好习惯。首先，尝试着改变一下
生活方式。出门时尽量选择步行、骑自行车
或者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第二，
提倡种植绿色植物，绿化家园环境。通过种
植绿色植物可过滤沙尘，起到防雾霾作用。
第三，到野外郊游，除呼吸新鲜空气，尽量不
要自助烧烤，污染空气。第四，节日及婚庆
不放或少放烟花炮竹。用更文明热闹的方
式表达喜庆心情。第五，自觉禁止焚烧有害
垃圾及含有化工类可燃什物。因此，减少易
烧物燃放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无疑对净化
空气是一份贡献。

雾霾是人为的一种灾害。如果污染物
排放处在“进行时”，天空漂浮的雾霾就不
会绝迹。人为制造的雾霾，伤害的是天下
人，可谓“伤天害理”。雾霾诱发呼吸道疾
病，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感染各种细菌性疾
病，增高患癌症的风险。雾霾天气让人心情

压抑烦躁，诱发交通事故、影响植物生长。
近年来，政府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

度，大力推进煤改气、煤改电、集中供热等能
源利用方式等工作，实施公交优先和新能源
汽车推广战略，扩大植被覆盖面积，引导企
业和国民减少能源消耗量和PM2.5排放量
等等治污减排举措。不仅体现了政府关心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同时也强调全民参与雾
霾治理的重要性。

“雾霾”作为灾害性天象起源大量细颗
粒物PM2.5的排放，必将止于科技发展和环
保意识的增强。排放的问题解决了，雾霾才
有消失的可能。期待有一天污染物的排放
不再“伤天害理”，因雾霾所致的疾病不再成
为社会的苦恼。

仰天长叹雾霾天象，不如从现在做起，
改变种种产生雾霾源头的生产生活方式，管
住污染排放这个总源头。经过社会方方面
面的努力，让城市的每一天云白、天蓝、气爽
不再是梦想。 飞鹰/文

协同治理，合力赶走“雾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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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蓝天
不再只能“等风来”

多方协作打好治霾持久战

雾霾下的你我

掐断源头才是根本

■

春
秋
雨

央视有一则公益广告令人记忆犹新，
幼儿园老师让小朋友们画出自己心中未来
世界的色彩，结果小朋友们谁也没有选择彩
色的画笔，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灰色画
笔，镜头的背景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紧闭
的窗户内孩子们纯真又茫然的眼睛。

很多人戏称，北京的蓝天主要靠风
刮。若遇到多日的无风天气，总免不了一
场“雾锁围城”的大戏。“牵着你的手，却看
不见你”、“自强不吸、厚德载雾”，这些网
络段子背后所隐含的是人们的无助、无力
和无奈。近些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大
气污染治理方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关停重污染企业，鼓
励绿色出行……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
排放明显下降，大气污染天气得到一定缓
解。但是这一成绩远不足以令人乐观。
当下北方供暖期已至，尤其是遇到少风、
无风等空气凝滞、污染物难以扩散的天
气，雾霾总会不期而遇，再度袭扰人们的
正常工作生活。当穹顶不再蔚蓝，世界的
色彩只剩下灰色，现实已给我们敲响了沉
重的警钟，雾霾的防治依然任重而道远。

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曾深受
大气污染之苦。在英语中，“雾霾”一词产
生于上世纪 50年代初，由“烟”和“雾”组
合而成。伦敦曾是著名的“雾都”，1952年
12月，英国曾出现持续5天的“大雾霾”天
气，究其原因就在于英国进入工业高速发展
期后，伦敦地区的工厂大量使用煤炭，排放的
大量废气形成极浓的灰黄色烟雾，这是人们
与雾霾的初次亲密接触，让包括英国在内的
很多发达国家人民饱受污染之苦。

面对大气污染这种伴随经济发展而
来的“成长阵痛”，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出

重拳予以解决。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伦
敦政府以治理尾气排放为切入口，采取了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家车发展、征
收“拥堵费”等举措来减少汽车尾气排
放。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
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
对全国环境空气质量 24小时进行监测，
民众可以下载手机应用，随时查询自己所
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空气实时状况、
PM2.5值和臭氧监测数据等信息。日本
则鼓励私家车安装减少PM2.5排放的过
滤器装置，并成立“柴油机汽车对策推进
本部”，推进过滤器安装工作，定期在高速
公路入口及休息区对车辆进行检查。这
些举措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大气污染情况，
让蓝天白云重回城市上空。

要破解雾霾这个历史性难题，不可能
一蹴而就，要有日日为继、久久为功的定
力，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两
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打响治理雾
霾攻坚战”，“治理雾霾需要社会参与、人人
参与。”要破解雾霾迷局，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企业
再不能有违规排放污染物的侥幸心态，普
通民众再也不能只图自己方便，不管环境
负担。只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
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
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同呼
吸，共责任”，这责任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
企业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每
个人的一小步，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大步。
愿不远的将来，蓝天不再只能“等风来”；愿
蓝天可期、未来可盼、梦想可抵。

曹原/文

近年来，雾霾天气已多次笼罩半个中
国。如何治理雾霾，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
的话题。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指
出，工业排放、机动车排放、冬季燃煤采暖
因素等是大范围空气重污染天气爆发的

“元凶”。雾霾的成因是复杂的，治理雾霾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和
我们每个人共同协作，打一场持久战。

从政府层面来说，首先要进一步强化
立法，尽量将治理雾霾纳入法治轨道。但
仅仅强调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有专家指
出，我国大面积雾霾天气的出现，主要源于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以资源
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资金高投入为代价的
GDP高速增长，导致大气严重污染，雾霾高
发且频频爆表，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健
康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可见，雾霾天气的
出现，至少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密切关系。
因此，为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让周围
的河水更清澈，让头顶的天空更湛蓝，实现
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必
须转变发展思路，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可
持续发展之路和生态文明之路。

一些企业超标排放、违法排污突出是
雾霾高发的主要诱因。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的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按日计罚上不封
顶，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等严厉
惩戒，虽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但仍有企
业置若罔闻、铤而走险，究其原因，是新环
保法的落实还不到位，企业守法还没有成
为常态。治理雾霾，若没有企业的支持与
配合，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这一方面需
要我们建立起对企业环保违法行为的联

动制约机制，企业一旦有严重程度的环保
违法，在工商、税务、银行、信贷等一系列
环节形成联管联动机制，企业可能在环保
问题上就不敢再犯。与此同时，企业自身
也需要进一步增强担当意识，切实履行自
己在环保方面的社会公德，承担起治理雾
霾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法治的要求，也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

下功夫整治雾霾，需要政府的强硬手
段，需要企业的道德良心，公民责任也不可
或缺。面对雾霾，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咒爹
骂娘毫无意义。没有一滴雨水会认为自己
应对洪灾负责，但无数滴雨水汇集起来，终
成灭顶之灾。一定程度上讲，人人都是雾
霾的受害者，但人人也都是雾霾的制造者。
应对雾霾污染，与其一味抱怨，不如实实在
在做一点事。在雾霾面前，每个人都必须
认清自己的责任。对于个人来说，应对雾
霾，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关键。我
们可以从点滴入手，从小事做起，在工作中
以节约一度电、一张纸、一点油为荣，多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多节约用水，比如洗菜水可
用来浇花，洗澡时开始出来的冷水用桶接
好存着，洗衣服和洗菜的水用来冲马桶，漂
洗衣服的水用来拖地，等等。

治理雾霾需要多方合力。一次次雾
霾红色预警，是向整个社会发出的共同治
霾的“集结号”，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个
人，都应从中意识到雾霾治理的紧迫感，
并积极投入到减少污染源制造的行动中，
以自觉行为去驱散雾霾，拱卫我们赖以生
存的环境。

海涛/文

2016年11月17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这
样一条新闻：北京拉响今冬首个重污染橙色
预警，雾霾持续三天。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指挥部11月16日提前发布启动空气重污染
预警。这是北京今冬首个重污染橙色预警。

眼下已经进入冬季，寒冷的冬季是雾
霾天气出现的高峰季节，在这个季节如何做
好对雾霾的防治极为重要。说到雾霾，我们
应该知道什么叫雾霾和它形成的原因，才能
出具有效的方法对它防治。雾霾是漂浮大
气中的PM2.5等尺寸微粒、粉尘、气溶胶等
粒子，在一定的湿度、温度等天气条件相对
稳定状态下产生的天气现象。针对越来越
严重的雾霾污染，2013年国务院公开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雾霾成为年度关
键词，从那以后雾霾被很多人熟知。造成雾
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空气气压低，空气不
流动，一些微尘飘浮于空气中，地面灰尘过
大，汽车排放的尾气，工厂制造的二次污染
和冬季取暖排放的污染物。

雾霾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会有哪些伤害
呢？从一些资料可以得知，霾的微粒极易会
被人呼吸到，从而进入人体内的呼吸道，会
引发气管炎、哮喘病等。这些微粒还能使空
气中的含氧量降低，造成人的心脏跳动加
速，让人产生胸闷气短的现象。对于老年人
的危害更大，它能够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雾

霾天气还能引发各种细菌性的疾病，还能让
人产生心情压抑烦躁。雾霾天气能见度低，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霾现在已经被世界卫
生组织定为一类致癌物。雾霾对我们人体
的危害这么大，我们该如何进行防治呢？

现代工业化时代国家要想发展，必然
会造成环境污染，世界上很多发达的国家，
都经历过雾霾的污染，如英国、美国、法国、
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但后来这些国家在防
治雾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治了雾
霾，尤其是英国伦敦，率先摘掉了“雾都”的
帽子。我们要发展经济，就会对环境有所污
染，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我们要力争把
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限度，这些发达国家
的防治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世界上最有效的治理雾霾方法就是减
少排放，雾霾天气中的有毒颗粒来源于汽车
的尾气，所以要限行车量。北方冬季尽量采
用集中供暖，减少烧煤时所产生的废气，要
尽量降低一些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环境污
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关闭。做好建筑工地的
防尘，抑制城市道路交通所产生的灰尘。总
之，通过各种有效手段降低并治理环境污
染。有效地利用能源，改变生态环境，多植
树造林，退耕还林，国家从宏观上调控，各地
下大力度跟进。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出现雾霾天气时，

首先我们应该减少外出的时间，尤其是患有
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和那些有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雾霾天气老人与小孩儿尽量待在家
中。外出时一定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
一些微粒进入体内。雾霾天气就不要去户
外运动了，早晚也不要开窗户通风，要关好门
窗。家中应多养植一些绿色植物，净化室内
空气，也可购买安装净化空气设备。平时要
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饮食上要多吃一些清
淡润肺的食物，如木耳、银耳、莲子、百合等。

雾霾已经成为我们眼下亟待解决的问
题了，防治雾霾，人人有责，每一个人应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养成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
习惯，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温国/文

防治雾霾，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