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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对 PM2.5 贡献不
小？北京官员的这一观点
引来不少争论。有网友调
侃“建议采取摇号方式做
饭”。另有专家认为，对居
民油烟排放进行集中管理，
对餐馆油烟过滤系统加强
制度化监管，可减少很大一
部分 PM2.5。其中并不涉
及 市 民 减 少 烹 饪 行 为 部
分。（10月9日《人民网》）

秋天又至，气候的变
化，北京雾霾天气又步入常
态。十面“霾”伏，PM2.5难
免不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PM2.5 成因并不复杂，生
产、生活与交通方式，都难
脱干系，PM2.5 致雾霾，既
是天灾，更是人祸。烹饪对
PM2.5有贡献无须讨论，而
从量来看影响甚微，更何况
民以食为天，烹饪制造的
PM2.5还是“刚需”。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关注PM2.5由来已久，而空
气质量难以得到质的好转，
老生常谈了无趣味，拿烹饪
来调侃PM2.5，似乎有变炒
现饭为花饭的味道，烹饪成
了一剂调料。围绕产生的
争论，就如同骆驼被一堆草
压死了，大家翻来拣去的，
探讨哪一根才是压死它的

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讨
论 的 确 无 厘 头 也 没 有 意
义，烹饪产生 PM2.5，当然
不能像网友调侃的那样，
摇号做饭。

事实上，一根稻草压死
骆驼，并不是骆驼太脆弱，
而是累加的负载堆积酿成
的质变。同样的，PM2.5弄
糟了空气，从燃油排放到工
业粉尘，再到建设尘土，个
个都是元凶，加上天气“搬
运工”的作用，足以把地下
的、相邻区域的污染“积
蓄 ”，搬 起 来 由 城 市“ 共
享”。跌破了生态底线，谁
来推一把都成了“最后一根
稻草”，烹饪到了热议的当
头，自然难以幸免。保不准
哪天稍具身份者，抛出“放
屁对 PM2.5 贡献不小？”之
类的言论，不会引起相同的
争议。

雾霾在天，阴影在胸。
PM2.5 早已令人无法从容
与淡定，烹饪对PM2.5贡献
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能诱发
公共的关注，当然还是空气
质量之于公众异乎寻常的
焦渴，试图从一切对环境负
面影响的因素中逐个逐个
地限制去做减法。原理固
然如此，然而治理PM2.5如

同救治奄奄一息的病人，注
定不是一日之功，需要行之
有效而持之以恒，能够取信
公众信任的系统举措。

从进程来看，《北京大
气防治条例》等法规在制
定中，油品升级在路上，治
堵控购与治污也在艰难行
进，而雾霾频频，令治理的
成效显得尤其苍白。毫无
疑问，要进一步消解公众
空气质量的焦渴，治理的进
程需要升级提速，找到突围
的路径。

一是在消除污染的历
史欠账方 面 要 有 大 的 作
为，减少累积的量；二是在
控排方面要取得突破，工
业排放、汽车燃油的排放
这些主要元凶，应通过产
业调整、排放标准升级、城
市交通优化等方式，大幅
度降低排放总量；三是在
生态环境的修复上显现力
度，绿化与水环境持续改
善，增强环境的自我修复
功能；四是在治理方式主
导社会共治的轨道，政府
与群众互动，区域之间协
调，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建
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增
强微观治理的活力。
□木须虫

讨论“烹饪”对PM2.5的贡献是矫情

在合肥市出入境管理局，时值
中午等候办理业务的市民仍挤满
大厅。由于需要的材料较多，该
局专门设置了一个综合服务区，
提供照相、复印等综合服务。“也
是个指定的有偿服务区。”一位正
在等待办理业务的老大爷举着一
沓材料说，“复印 5 毛、照相 25 元，
都比外面贵，但怎么办呢，独此一
家。”（10月9日《新京报》）

其实，这样的情况全国许多地
方都普遍存在。最典型的事例是，
今年初，有微博曝光在江西省宜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卷宗时，每页
被收费3元。因为需复印的卷宗数
量较多，近万页卷宗需支付 2.9 万
余元。本来，相关机构在办事窗口
设置服务网点，本意是为了方便老
百姓，加速办理业务的时间。但实
际运行中，却成了少数人敲老百姓
竹杠的一个手段，成了他们的强迫
服务，百姓的“买路钱”。

那么，老百姓为什么心甘情愿
地花高价接受强迫服务？这当然
是因为权力制造的垄断，不在我这
里服务，你的事情就办不成。例
如，律师要打官司，可以复印案卷，
不付3元一页，你到哪里能复印到
案卷？到房管局复印房产合同，再
贵也得掏钱，除了这里，别处没有
分店。还有些服务，虽然外面也可
以经营，但是不到某些人的服务
点，他们就不承认。靠着权力大
树，这些人制造出了一个新的垄断
打印企业，老百姓只能是“案板上
的肉——待宰”。

打印店虽小，但利润巨大。以
复印费为例，在合肥从事印务工作
十多年的老板洪成东给记者算了
笔账，目前市场上复印一张 A4 纸
的价格在2毛，除去打印机、纸张、

粉墨、工人等成本，复印每张的利
润约 1 毛钱。如果按上述政府部
门和窗口的收费标准，每张利润
在 3 毛左右，就比市场高 2 倍以
上。如果再按人流量算更高。据
了解，今年 1 至 7 月份，合肥市有
10 万人出境，高峰期每天在合肥
市出入境管理局有 600 人来办理
相关业务。以每人至少复印 1 张
计算，每天利润在 180 元，而普通
市场复印门店，每天的复印量最多
300张，利润仅30元。

我估计，许多人会很向往在政
府行政审批中心开个复印店。但
是，这个复印店不是谁都可以开
的。复印店是腐败藤上结出的瓜，
你需要找到权力的根，再找到联
系 根 的 关 系 藤 ，才 可 能 开 花 结
果。许多官员装得很正派，说什
么“这些服务都是社会化经营，在
收费方面与本单位无任何往来”，
这都是骗人的鬼话。其实，“瓜”
和“权力”连接的关系藤有两种：
一是人事关系，例如开复印店的
就是权力部门官员的亲属；二是
金钱关系，开复印店的拿出部分
资金，或者给单位发福利，或者收
买了领导。总之，此类复印店背
后都有权力的魅影。

天价复印店虽是小事，但引
起的民愤却很大，对政府形象的
伤害也很大，需要认真治理。办
法很简单，两条就能解决问题：一
是，政府窗口的服务项目一律实
行招投标；二是服务收费列入政
府收费，由物价局根据“成本+利
润”的原则审批。转作风不分大
事小事，当地政府要赢得百姓信
赖，就应有敢于斩断权力利益链
的勇气。
□殷国安

高价复印店是腐败藤上结出的瓜
“菲特”台风重创宁波，

尤以余姚最为严重。截至8
日晚8点，余姚过程降水量
达 496.4 毫米，姚江水位已
达5.33米，24小时降雨量和
姚江水位均创历史最高纪
录。城区大面积受淹，主城
区全线停水、停电，城市交
通瘫痪，大部分住宅小区低
层进水，商贸业损失严重，
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0月9日《东南商报》）

这种预料之外的灾情，
当然与自然原因有关，如时
间上恰逢天文大潮，增加了
风力与破坏力。但台风不
同于一般的突发性极端气

象灾害，它具备一定的转移
路径，一般能提前预警且比
较准确。如果有足够的应
对和防范意识，是能够做到

“有备而对”的。换言之，像
天文大潮可能增加“菲特”
的威力，这一因素也是可以
预 先 纳 入 应 急 考 量 中 去
的。当然，此次台风发生时
间恰逢十一长假，在某种程
度上是否促使相关部门放
松了警惕，值得疑问。

台风由于发生范围较为
固定，在积累防灾经验以及
强化公共预警上，都具备优
势。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对
于一些沿海地区来说，台风

是一种常见多发的气
象天气，反倒会容易麻
痹公共的防灾意识。
这次余姚遭遇前所未
有的“打击”，或就与此
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这方
面，作为地震多发国的
日本，无疑是个值得效
仿的正面典型。由于地
震多发，日本国民都习
惯了在地震中过活。但
并非只是“习以为然”的
淡定，而是源自对于地
震的防范已经成为无所
不在的生活习惯与公共
制度安排。所以在大灾
来临时也能确保救灾的
秩序和效率。

反观这次余姚，
不少市民反映，政府
在预警和应急上都有
欠缺，“在 8 号早上才
收到政府发来的提醒

短信，但那时早就淹了”，
“基本靠自救”；此外，还出
现了有游客顶风观潮而受
伤的现象，多处安置点成了
孤岛，超市食品遭抢购等现
象。与此种种应对偏差相
对，却出现了另一种“积极
现象”——为避灾，有市民
将车停放在道路上却仍遭
遇交警罚款。不得不说，这
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也
恰恰是常规性救灾机制不
足的一种表现，应急反应存
在多种失灵。

当然，就当下而言，面对
余姚“再发暴雨预警，城区水
位未消退”的严峻态势，相关
部门最应该做的还是要继续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确保将
生命财产安全的损失降到最
低。而基于微博上涌现的公
民个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当
地救援部门也应该应势而
动，增加救援效率。同时进
一步对外公布详细灾情，确
保社会救援力量能够以最快
的速度进驻、抢险。

每一次灾害都是对于抗
灾意识和能力的一次检验，
这已早是重复太多遍的常
识。但对照余姚重创，这一
常识仍具有重复的价值：之
于灾难，我们确实有太多的
值得反思与改进之处。而抗
灾、救灾、防灾的长效机制如
何形成并落实到具体的应急
行动，这又不仅仅止于一次

“菲特”的检验，甚至也不只
是台风，而余姚恰是一面镜
子，值得我们共同审视并以
此为镜鉴。 □朱昌俊

■个论

从余姚受灾审视自然灾害应急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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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0 年以
来，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
官员涉及房地产，另据不完全统
计，14 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
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
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
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0月
9日《中国经济周刊》）

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房子
属于保值增值效果明显的不动
产。对于贪官而言，坐拥千金，可
能还比不上拥有几套房产。更何
况，住房信息联网尚未全面推行，
贪官们有信心相信，分布在各地的
房产，难以被人发现。最重要的
是，即使事发，贪官们的贪腐现金
有可能被一网打尽，但房子，如果
通过代持等隐秘方式，有可能保全
一两套，从而解将来之需。

而从报道来看，不少涉腐高官
身边都有“杰出”的商人。在房地产
市场火热的背景下，这些商人势必
染指房市。对他们而言，给贪官们
弄几套房子，既显得体贴对方生活，
又没有直接送钱的“土豪气”，双方
的关系，也在这房产往来中，不断深
化，甚至演变成“铁哥们”“好伙伴”。

所以，在这种官商贪腐共识
下，房子便成了彼此最能接受的行
贿品。同时，地方政府与房产市场
的联系日密，土地财政，导致各地
不得不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
也给贪官们提供了某种染指房产

市场的契机。电视剧《蜗居》描绘的
基层贪腐官员宋思明，便是借着“公
干”的名义，套取非法房产。以此而
论，更高级别的贪官，莫不是有着比

《蜗居》更“绚烂”的房产故事？
电视剧《蜗居》虽是艺术，但高

官贪腐案中的多套房产却也是现
实。在这似真的艺术和确凿的现实
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少数公职人员，
利用公权力肆无忌惮侵入房产市场
寻租牟利。侵吞非法房产那一刻，
预防腐败制度，事前监管等体系，似
乎集体对他们失去了作用。因而，
有论者高呼，有关机构应该加强对
房产市场腐败乱象的重拳治理。

然而，这种呼声虽切合时弊，但
如果单方面行动，却有可能“扬汤止
沸”。因为，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仍可能
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寻租。房产，不过
是贪官们在当下环境的一种贪腐选
择。如果仅从这些表象出发，遏制贪
官与不良开发商的交往，遏止他们在
房产市场上的寻租空间，预防官员腐
败有可能落入“头痛医头”的困境。

毕竟，如何对官员实现无缝的监
督，历来是反腐难点。只有真正建立过
硬的权力制约体系，把官员们的权力纳
入法制的轨道，腐败官员的“房”事或者
别的“X”事才会大幅度减少。而一个
法治社会之下，即使官员们涉案“房”
事，其意义也仅局限于个人操守，而不
会演变为人们对于整体权力运行架构
的质疑。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贪腐案多涉房产与权力失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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