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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评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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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城“治”水 任重道远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一面是对清澈的向往，一面是对污染的痛恨，
这种矛盾的现实让多少人无奈。

■新华时评

为啥采暖费“能上不能下”？银行芯片
卡收费问题谁来管？一系列事关民生福
祉、公众和媒体追问的话题，只见问号满
天，却不见一句回答，最终不了了之，无疾
而终。官方对质疑“装聋作哑”，是一种典
型的官僚主义作风，背离了法治政府的初
衷，必须依法治理问责追责。

这些事关民生利益的问题，为什么会
石沉大海呢？有时候是官方懒政怠政，有
时是官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心态，
有时候则是因为官方质疑触动了某些利益
集团的利益。

“装聋作哑”现象是一种为官不为，是
一种看不见的“腐败”，伤害的是公众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危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
象。无论原因是懒，是躲，还是心中有私，
都要纠正治理。

建设法治政府，要管住那只“闲不住的
手”，也要依法办事，该发声时发声，该出手
时出手。对于见到问题躲着走，面对疑问

“装聋作哑”的情况，要建立一种机制，能够
有效启动依法追责，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理应成为一个
法治社会的常态，而不仅是一种期待。

新华社记者 徐扬

官方“装聋作哑”
理应依法“敲打”

水，最近接连成为洛阳城里的大
新闻。

先是几天前，省环保厅公布省辖
市城市第三季度河流水质情况。在
洛阳的5条被监测河流中，要数伊河
水质最好，综合指数居全省第二，洛
河水质则位列第六。这两条河的水
质类别均为Ⅲ级。

Ⅲ级，啥概念？有多清澈？有污
染没？就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拉直这
些问号时，市人大常委会首办专题询
问会，直指水生态文明建设：明年引
黄入洛工程有望通水、计划明年完成
所有河流截污任务、3年内拟全面开
建伊洛河水生态文明示范区……

就在昨天的晚报上，为确保瀍河
治理工程顺利施工，中州渠暂停引水
的消息也出现在报道中。

水新 闻 ，如 此 密 集 地 登 上 报
纸，进入人们视野，引发百姓关注，
意外吗？

不意外！
那些为温饱而犯愁的日子，早就

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人们，对良好
生态环境的渴望，比以往什么时候都
迫切。大家对水环境的关注，比起呼
吸新鲜空气、食用放心食品来，一点
儿也不见得少。

就像晚报报道的那样，在伊河龙
门段，清澈的河水潺潺而流，三五成
群的野鸭在水面上慵懒地游弋，成双
成对的鸟儿在空中盘旋……这样美如
画的环境，不正是大家所期待的吗？

城有水则秀，居有水则灵，然而，
这水要是污染了呢？

一面是对清澈的向往，一面是对
污染的痛恨，这种矛盾的现实让多少
人无奈。伊河第二，洛河第六，能同
时拥有这样的两条河，洛阳人当然可
以多几分骄傲的理由，但这真的就无
忧了吗？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治理，洛河、

伊河工业污水排放虽已难觅踪影，但
生活垃圾呢？不知多少洛阳人有这
样的感受：远观洛河，景色尚美；走近
一看，顿时被河岸边漂浮的垃圾搅坏
了心情。

面对被垃圾污染的洛河，痛心者
不断呼吁加强监管，结果却未必尽如
人意。就在前几天，在洛浦公园一水
上茶社旁，有人往河里倾倒垃圾，经查
居然是市河渠管理处的值班人员。类
似这样的“近水楼台”，还有多少？

早在类似场所建设之初，市民就
曾有过担忧，公园旁、洛河边时不时
冒出这样的小房子，会不会有碍观
瞻？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值班人
员倒垃圾一事虽属个别现象，但这不
是担忧成了现实吗？

水，是洛阳城之源，也让洛阳人
引以为豪。建设水生态文明，让水真
正融入市区、融入生活的愿景令人期
待，但也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