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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知道，这很重要

■微论撷英

我关注的微博并不多，但微博名
为“洛阳 PM25”发布的“洛阳空气日
记”几乎每天都要看。

该微博每天发布网友通过便携仪
器自测的PM2.5数据及污染等级，并
据此提供出行参考。当然，网友的数
据可能并不准确，博主也声明相关信
息仅“供各位洛阳亲友参考”。我不但
自己看，还常常向身边朋友推荐该微
博，但遗憾的是响应者并不多。不少
人告诉我：知道了有啥用？知道了就
呼吸上新鲜空气了？

昨天晚报报道，今年年底前，我市
7处PM2.5监测站将同国家环境监测
总站联网——再过两个多月，市民登
录市环保局门户网站，或者在手机上
下载相关软件，就能动态获得 PM2.5
监测数值了。对此，几个觉得关心此
事“没用”的朋友还是那个态度——知
道了有啥用？

这话不对。
信息，是影响人们观念和作为的

最重要因素。只有了解足够的信息，
只有PM2.5的相关知识得到普及，人
们才有条件对所处环境、自身作为做
出明智的选择。拿北京这个深受
PM2.5之害的大都市来说，近几年，从
潘石屹贴出美国大使馆的空气监测数
据、从郑渊洁在微博上七问环保部门
开始，空气质量、PM2.5数值，越来越

引起大家的关注，相关知识越来越得
到普及。10年前，北京的空气不见得
比现在好，但那时大家对此并无意识，
也就不会惊呼自己的肺成了吸尘器。
其实，各地都是如此。PM2.5监测引起
地方和中央关注并成为国家战略——
假如不渐渐了解相关信息，其后的民
间推动力就不可能形成。

空气污染，跟工业废气、燃油品
质、建筑扬尘等有很大关系，但诱因必
然也包括机动车尾气排放。有人一边
抱怨空气不好，一边买个菜也要开车
去，这就不合适了。但我们想一下，当
被手机上动态出现的PM2.5数值吓了
一跳时，也许不少人的生活习惯就会
开始改变了。

知道，仅仅是知道，也是一种力
量。假如对比一下这两年百姓对
PM2.5这个概念的认知程度，你可能就
对空气污染治理增添信心。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可以成为政府巨大的改革
动力：在过去可能根本“动不了”的行业
和利益集团，慢慢就可能被“动一动”。

当然，公布PM2.5数值，最立竿见
影的成效，可能是更多市民在雾霾天
戴上口罩。果能如此，也是善莫大焉
的功效。就前两天那种雾蒙蒙的天
气，街上的老人、小孩也很少见戴口罩
的——如此天气条件，戴口罩可不是
矫情，不信问问医生。

风不够大，雨水少。
——据预测，东北雾霾天气仍将持

续。官方专家对此解释，是天气原因引
发了此次罕见的大气污染事故

实体书店真的很难受到关注，我
们这也算是下“猛料”，发出一声迫不

得已的呐喊吧。
——近日，江苏南京一家书店在

店内举办“裸体阅读”图片展。图片主
角是两名长发裸体女子，她们在书店
内“裸体阅读”，手里的书恰到好处地
遮住了敏感部位。书店经理称

【新闻背景】工信部曾多次发文，
要求开展垃圾短信整治工作，而移动、
联通、电信等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曾签署
治理垃圾短信的相关协议。据调查，超
过2/3的垃圾短信其实都是三大电信
运营商自己发送的，他们不只为相关企
业发送垃圾短信提供便利，还为其出主
意应付监管。（10月23日央视网）

就常理而言，若非运营商与相关企
业“合穿一条裤子”，垃圾短信断不至于
如此猖獗——为什么监管部门对此逻
辑“不知不觉”？一次次被曝光，一次次
道歉，一次次接着沆瀣一气地挣钱，这
让工信部等的禁令与作为情何以堪？

指望运营商刀斩垃圾短信，本就不
靠谱。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依然
沉溺在这种虚幻的指望里。结果呢？
数日前，有媒体披露，一名移动高端用
户一年内收到约6万条垃圾短信，目前
手机里还保留着5000多条未读垃圾短
信。与之呼应的真相是，“三大运营商

虽然都公布了垃圾短信投诉电话，但这
些投诉电话都形同虚设”。

与其指望运营商，不如以法制来加
强监管。综观国外对垃圾短信的整治，
基本大同小异，无非是及时立法、严苛
执法。英国早在2003年就将滥发垃圾
短信视为犯罪，会处以最高5万欧元的
罚款；而在美国向手机用户滥发短信则
可能受到最高达600万美元的罚款和1
年的监禁，且公众有权自由选择手机服
务商或发送商作为起诉的对象……一
句话，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将整治垃圾短
信的希望寄托在运营商身上。

在垃圾短信问题上，运营商无原
罪，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权责关系，监管
部门又误将“自律”能力视为万能，相关
企业自然会与运营商“自由恋爱”——
这不是畸恋，而是契合利益驱动的市场
关系。整治垃圾短信，不能再将运营商
视为“同路人”，制度与法律才是廓清乱
象的根本。

■洛浦听风

治理垃圾短信，不能指望运营商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知道，仅仅是知道，也是一种力量。 假如对比一下这两年百姓对
PM2.5这个概念的认知程度，你可能就对空气污染治理增添信心。

绘图 雅琦

龙门 站ee
车辆进出小区难
根源不在刷卡上

中泰世纪花城小区实行车辆
刷卡进出已有月余，一些无卡业
主对执行中的问题提出疑问：能
否开车进入小区，要看门卫心情
好坏？晚报报道的这件事儿，引
发网友关注。

车辆实行刷卡进出，出发点没
问题。@喜小贝认为，这样可限制
外来车辆，缓解小区停车压力，确
保车辆停放安全，规范小区车辆管
理。@河洛蝈蝈：凡事总要有个磨
合和优化的过程，这也是维护整体
业主利益嘛。

刷卡进出，确实有小区没搞
好。@钱飞君：我们小区也曾刷
卡进出，没坚持多久又取消了，有
些手续太繁琐。@木易 Cherrie：
上下班高峰期车辆进出频繁，拦
车杆就得一直抬着，不就形同虚
设了吗？

既然制定了规矩，好好执行是

没错的。@陕西冯燮：若把规定当
成“橡皮”，反而更可能激化矛盾。
@松雪-道人：不可随意性太强，应
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啥情况
属于特殊情况，哪种情况能进，最
好明确公告！

车辆进出小区难，说到底跟刷
卡关系不大。@二百百是个卷卷
毛：规划时，停车、出入的问题有没
有考虑周全？@农技推广员：楼间
距越来越小，车辆越来越多，人车
争路、车争车位，加之一些人随意
停车，大家都会迁怒于物业。

不管咋说，不能任由矛盾激
化。@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办法
总比问题多，解决问题，物业还要
多上心。@妩媚美女粉丝：物业服
务好不好，业主最有发言权。物业
公司需要更人性化一些，多倾听业
主的意见和建议，别让小矛盾变成
大问题。 （魏春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