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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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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到底由谁说了算？

金戈

“女儿在学校 7 元一顿的营养午

餐，只有一个咸鸭蛋和几片红烧萝卜”。

——网友“讲句良心话”发帖，称8

岁女儿自从9月入读宁波鄞州区高桥

镇中心小学后，每天回家就变身“饿

狼”，吃啥都狼吞虎咽的。这位网友发

出如上感慨。

“你们明明知道这种工种会中毒，

当初可是自愿求职的。”

——江西一企业曝职工慢性铅中

毒，厂方称是自愿求职。据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报道，江西萍乡市芦溪县华

辉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多数职工先后

自行体检出不同程度慢性铅中毒，以及

由此引发的各类病症。职工们反映该

厂建厂8年来除了在早年组织过一次

职工体检外，再无定期血铅检查或者建

立健康档案。面对日益加重的病情，患

病的职工只能向工厂讨要医药费，可厂

里从董事长到总经理只有一句冷冰冰

的回答。

近期，部分地区的空气监测引发社会

关注和热议。PM2.5和PM10这两种空气

监测标准也进入公众视野。11 月 15 日，

著名大气环境专家张远航称若将 PM2.5

纳入评价，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会从

现在的 80%下降到 20%。（11月 16日《中

国青年报》）

据悉，我国目前使用的空气质量标准

是在 1982 年发布、1996 年修改实施的《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其中将 PM10 和总悬

浮微粒 TSP 列入“强制性”监测并公开的

污染项目。这样的评估体系早已落后许

多年，当然新闻中提到的将PM2.5纳入评

价体系也并不是新兴的呼声，中科院专家

称近十年“PM2.5浓度逐年在上升”。

PM2.5（颗粒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

由于颗粒更小、主要以气态存在，不容易

被呼吸道所阻挡，进入人体内部更深，对

人体健康危害极大，又被称为“可入肺颗

粒物”。“PM2.5”可以说是威胁人类健康

的隐患杀手。

若将PM2.5纳入评价，全国空气质量

达标的城市会从现在的 80%下降到 20%。

面对如此让人难以接受的“指标刑罚”，谁

也不能坦然了。

是接受这 20%，还是继续研究研究？

我们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两难抉择。三

聚氰胺事情发生后，我们面临是选择三聚

氰胺还是选择低标准奶的问题。思念水

饺出了问题，是选择拒绝问题水饺，还是

继续吃符合新国标要求的思念水饺？面

对四处肆虐的地沟油，是相信其符合9项

检验标准，还是相信冰冷的现实？

问题是明摆着的。但是，各地环保局

监测站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

目前在花很大力气的情况下才在治理

PM10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突然加

入 PM2.5 标准，环保部门的前期工作将

“前功尽弃”，空气质量又会回到前些年的

水平。

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大雾，考验的

不仅是民众的呼吸系统和肺，也同样考量

着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一种正视问题的

责任和胆量。在大气复合污染控制的攻

坚战中,会有很长的阵痛期。可能做了很

大努力,却似乎看不到多少效果，但这段

时期一定要经受住考验。

前车之覆，后车可鉴，正如地沟油成

了危害型社会的典型，从寻常百姓家的餐

桌流向了机关食堂。“PM2.5”危害我们每

一个人的健康，不能因为没有列入统计而

忽视其危害性。空气质量不是靠瞒哄骗，

更不是哪里的盖子捂得紧，哪里就到处

蓝天白云，更有潺潺流水。

11 月 15 日，深圳警方称

“地沟油”已流入某些政府机

关的饭堂。深圳警方称目前

打击“地沟油”犯罪的效果还

不理想，打击“地沟油”犯罪成

下阶段重点。（11月16日《深

圳商报》）

这是一种悲哀，却也传

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便是

唯有感同身受之痛，方存尽职

尽责之心。地沟油进入政府

机关饭堂了，官员方知道自己

也是潜在受害者，必须严厉查处以确保安

全，自己方可高枕无忧。这是现实的写照，

也是现实的经验。

因此，如今之计，维护社会基础秩序，

必须让每个官员都能和公众有感同身受的

痛。须知，在利益纠缠不清的境况下，短时

间之内，要完全革除利益关系，显然有些不

切实际。所以，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消除任何的“特供”，让官员的外部环

境与我们并无二致，我们的危险他们也有，

我们的担忧他们也存在，我们的焦虑他们也

未能幸免……这是一种希冀、一种诉求，更

是一种努力。在这般氛围之下，不怕官员没

有尽职尽责的心。 龙敏飞/文 陶小莫/图

惟有感同身受 方能尽职尽责

无需再罗列各地发生的校车伤亡事

故，悲剧已经上演过无数次，那些悲惨的

画面，通过媒体的报道，已在我们的脑海

里深深刻下。追究校车事故责任、惩罚

责任人当然是必要程序，但是仅仅止步

于此的话，并不能扭转校车事故频发的局

面。最重要的是要对事故进行全面总结，

找出导致校车事故发生的根源，制订完整

的应对措施，以避免悲剧再次重演。

从此前媒体报道的事实来看，我国各

地的校车普遍存在着数量不足、规格不统

一、安全系数低、运营资金匮乏、缺少完善

的配套制度等情况。但如果对比庞大的

公车规模，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并非政府

没有能力去解决校车问题，只是把资金用

错了方向，过多的资源沉淀在公车里，对

校车的投入严重不足。说白了，就是各地

政府部门对校车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

其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才导致各地校车制

度缺失，总是在事故发生后才来收拾烂摊

子，却未能做好事前防范工作。

向先进的校车管理制度取经，是一条

最便捷的途径。国内媒体已经多次介绍

美国的校车管理制度，那坚不可摧的黄色

校车令国人羡慕嫉妒，完善严苛的管理规

章是其安全运营的基石，美国政府对校

车的大笔投入则是最牢靠的保证。从目

前我国的财政状况来看，引进美国校车

体系完全能承受得起，也是最为划算的

财政支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保护他们

的安全就是在保护这个国家的未来，就看

政府部门是否有决心，是否真正把孩子的

安全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江德斌

建立统一的校车管理制度时不可待

出现这样的事故实属不该，事故之

后各级部门都在后悔莫及，也在追究责

任，但笔者不明白的是，早都干啥去了，

安全岂能在事故之后才能记起？难道安

全就是如此超载的吗？学生的生命岂能

当儿戏！

究其原因，一是校车安全并没有放在

心上，只是挂在墙上，落实不在行动上，于

是口上讲安全，心里没安全，安全似乎是

一张纸，更是“事后诸葛亮”，而不是实实

在在地抓安全，9 人的校车因何能坐 64

人，难道仅仅是司机一人的责任吗？学

校，交通部门，家长都视而不见吗？

二是见利忘义，见钱忘德。真不敢想

象一辆核载9人的校车是如何装下64名

学生和老师的？还不是明摆着的事，为了

钱，都是钱和利惹的祸。学校节约了运输

费，司机更可以多赚钱，这样都是为了钱，

却忘记了义，更少了道德，让安全在“钱”

字上崩溃。

三是校车乱象严重存在，极大地危害

着学生和家长。校车出事不是小事，一车

学生不仅仅是学生的生命，更牵涉到几十

个家庭，也关系着社会稳定，校车乱象不

除，学生安全就不能保证。交通部门不能

再视若无睹，或者给钱就放行，让超载存

在，悲剧就不可避免！ 白东河

别拿孩子的生命当儿戏

七嘴
八舌

11月16日9时40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当地幼儿园接送车迎面

相撞，造成20人死亡，其中两名成人，18名幼儿。据介绍，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今日本

报16版）

校车夺命惨剧为何屡屡发生？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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