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A2015年7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孙晓华 首席校对／江华 组版／建成

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该怎么看“好天”变少了
看晚报，今年上半年，我市城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 83 天，达标
率 45.8%，相较于去年全年 275 个“好
天”、75.3%的达标率，这个“降速”似乎
有点儿快，难免有人问：环境是变好了还
是更糟了？

这个问题很实在。假如单单从“好
天”天数来看，再冠以“达标率不到一半”
的关键词，确实有些令人纳闷儿：“史上
最严的环保法”的提法不绝于耳，“加强
环境治理”也从未间断，怎么这越治“好
天”越少了？

有这样的疑惑，可以理解。同在一
片蓝天下，同在一方乡土上，环境好坏关
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对环保问题无论
给予多大的关注，提出多大的疑问，似乎
都不为过。问题是，数据上的“好天”很
多，就一定是蓝天白云？数据上的“好天”
减少，就一定是空气质量下降？不一定。

就像这一次，虽说上半年城市区“好
天”仅 83 天，但 PM10 与 PM2.5 两项数
据 浓 度 均 值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10.4%和7.8%，很难说空气质量更糟了。
究其原因，统计出来的“好天”是多了还
是少了，不能说跟实际空气质量变化没
关系，但说到底，还是跟不同的空气质量
监测标准关联更密切。

很简单，目前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
污染物，仍是可吸入颗粒物和细微颗粒
物，也就是 PM10 和 PM2.5。假如统计
出来的“好天”，剔除PM2.5等因素，这样
的“好天”有多大意义？老实讲，今年实
行的新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更严了，也对
我市的空气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无疑，不管在环境治理方面，还是在
公共治理的其他层面，标准严一些不是
什么坏事。洛阳今年实施新的空气质量
监测标准，当然值得肯定，但我们还不能
因此盲目乐观。根据环保部提出的空气
质量新标准监测实施方案，今年所有地
级市都实施了，但各地治理环境的成效
如何，还得看付出的努力如何。

就在这两天，一项2015年上半年度
中国358座城市PM2.5浓度排名在网上
引发关注。在这项根据分析这些城市
公开的实时监测数据得出的排名中，洛
阳上半年 PM2.5 均值达 83.2 微克/立方
米，列被测评城市第29位，这不能不令
人担忧。

是啊，也许城市空气质量确有改善，
也许蓝天确实多了，但大气治理不该有
止境。洛阳还需扎实努力，哪怕多完成
一项废气治理，多拆除一个燃煤锅炉，点
滴积累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数据上的“好天”很多，就一定是蓝天
白云？数据上的“好天”减少，就一定是空
气质量下降？不一定。

你羡慕别人的幸福吗
见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

图，市民孙女士也买了最近流行
的涂色书。为了和朋友比拼，她经
常熬到很晚才把一幅画涂完，再
发到朋友圈等别人点赞——这更
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也导致第二
天无精打采。看了晚报的报道，大
家有话说。

现在的朋友圈像什么？“旅游
卫视”“购物广场”“宝宝秀”“健身
秀”……花样多着呢。很多人“中
毒不浅”，每天刷朋友圈无数遍。
@清风梨花比较冷静：看朋友圈，
有朋友出差，从火车票到沿途风
景一路晒下来，我回复“歇歇吧”，
结果他一星期没搭理我。@湖南
女子学院张闻骥也劝道：别什么
都晒，浪费时间和精力。

常发朋友圈，喜欢晒图，就是
为了炫耀？@鸿雁滑翔“点头”：与
其说是为了分享，不如说多是为
了炫耀，是虚荣心在作怪。一旦发
现自己不如人，还可能伤了
自尊。@红花有意则不这样
看：不排除其中有炫耀的成
分，但大部分人可能只是借
此排解寂寞——生活在一个
快速发展的社会里，一些人
害怕被边缘化，希望通过朋
友圈来得到群体认同。

有人忍不住问了，为什

么朋友圈里的人都比自己过得幸
福？@洛阳_郑峰超一语道破天
机：晒出来的都是美好的，背后的
辛酸只有自己知道。@wilful介介
也说：冷暖自知嘛。@杜遂卿认
为：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换一种
态度，你就比别人幸福了。@合硕
教育中心从专业角度分析：心理
学里有个词叫“印象管理”，大多
数人都希望在别人眼里是美好
的，自然就会公布这方面的信
息，但整个生命感受不是一个单
独的点，而是很多体验的有机组
合，就别在一件小事上纠结谁更
幸福啦。

微信朋友圈，如果能好好利
用应该是不错的，只是现在很多
人反被其利用，徒增烦恼。很多人
呼吁“逃离朋友圈”，就是要摆脱
束缚，回归正常的生活。那么，束
缚源自什么？是微信？还是你我的
内心？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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