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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4月 25 日， 江苏省淮安市政风热线联

动直播现场，一名陈姓女士带着一瓶河水走

进了现场， 并当场向淮安市环保局局长下

跪，请求尽快治理柴米河污染问题。

（详见本报今日AⅡ10版）

跪求治污， 深深地刺痛每一个公民的

心。“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湖）洗澡”，是公民

环境权的一种表达。 而“跪求”这一示弱与屈

尊的动作，则是对公民环境权的乞求。 在此，

有必要先重申公民环境权的概念———指公

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

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其内容主要包括：

环境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环境人格权。

跪求，无疑是牺牲“环境人格权”而期待获得

“环境使用权”。 对此，任何一个环保局局长

都应该“坐不住”。

不少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产生“免疫性”，或者说，习以为常，麻木不

仁。 关于环保部门的功能与作用有一个很形

象的比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曾发表文章

指出，环保部门要成为“喊疼的扁桃体”。 如

果把政府比作头脑，环保局就应该是一个感

冒就喊疼的“扁桃体”。 然而，有时候环保部

门光“喊疼”，有的可能是“无病呻吟”，却很

少“发炎”，不产生“抗体”，根本起不到“扁桃

体”的功能。 不作为或不敢作为让环保部门

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

“史上最严环保法”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4月 24日审议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从

2012 年首次公布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到

现在， 这部法律已经历了两次公开征求意

见，四次审议，才最终获得通过。 其中，“人人

参与环保” 是此次修法最大的亮点之一，也

意味着公民环境权得到强化。 徒法不足以自

行。 法律的进步，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在环境

执法上，能否做到“执法必严、执法如山”，依

赖于“喊疼的扁桃体”的功能归位，依赖于公

民环境权的有力维护。

“跪求治污”不是权利诉求的正常表达，

公民环境权须“站起来”。 公民参与环保，除

了需拥有“制度通道”与“法律护航”外，更需

公民责任的觉醒与权利的捍卫。 无论是责任

担当，还是捍卫权利，跪求的姿态都不可取，

而应该理直气壮、当仁不让、一针见血。 每一

个公民都是环保的力量， 需体现鞭策力；都

是环保的能量，要发挥“正能量”。 只有当权

利“站起来”，权力才会懂得敬畏，权力才会

不敢懈怠。 公民环境权唯有“站起来”，才能

有效行使相应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来袭，让世界各

国的吃货们大呼过瘾。 与此同时，“脚尖上的

中国”奔袭巴黎纽约等地，近日更跳上了卢

浮宫广场，让网友们大呼“征服世界”。

尽管纽约市民和警察对大妈们不太友

好，甚至一度把他们请进了局子。 但是这并

不妨碍大妈们在卢浮宫前一展舞姿。 报道显

示，照片中，大妈们穿着鲜艳的玫红色舞蹈

上衣，搭配紧身黑裤子，动作整齐地扭起来，

跳得甚是欢乐，让诸多巴黎路人、游客侧目。

从艺术上来说，广场舞尽管不是年轻人

的时尚，更不符合当代小资的口味，但也绝

不是低俗的艺术。 它和当年的秧歌文化非常

相似， 都必须在广场上才能展现独有魅力。

从文化渊源上看，大妈的广场舞的确有不太

适合现代都市的地方。 在人口稠密、高楼林

立的现代都市，广场舞因为人多面广、激情

四溢往往会带来许多环境问题，譬如噪音等

等。 这也是居民与大妈矛盾的症结。

广场舞和反广场舞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

个小问题。 西方城市发展中此类问题并不突

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让此类舞蹈很

难大规模流行， 但是中国的秧歌文化传统，让

广场舞很容易号召群众，特别是大妈们多是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的人，正是秧歌文化下成长

的一代。因此，需要反思的是，面对这一代人的

文化需求，我们的城市建设如何回应？

前几天央视曝光北京等地楼盘中，规划

中的公用设施，譬如老人活动中心、会所、游

泳池、健身中心、绿地，甚至居委会等等多被

挪作商业用途，城市规划形同虚设。 其实不

仅小区的规划建设如此，城市规划建设何尝

不是？ 甚至连“广场”这个词都发生了异化，

至少在上海说到“广场”一般都指某大型购

物中心，并非是字典里的“广场”了。 当下都

市中的“广场”早已驱赶了大妈，不再是人们

聚会娱乐舞蹈的场所，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

市场。 在一个房产商掌握话语权的时代里，

在一个没有广场的城市里，广场舞尤为显得

不合时宜。

广场舞作为一种文化，并非天生没有公

德。 公交车上椅子足够多，人人才能优雅地

出行，当广场变得如此稀缺，大妈们只能占

领居民周边的公园、街道、绿地，甚至出国占

领华尔街、卢浮宫，拥挤着推搡着，将这些本

不是广场的地方改造成广场。

“脚尖上的中国”如此逼仄！有网友说卢浮

宫前大妈的广场舞是全球的巡回演出，笔者更

愿意将她们看成一场行为艺术。这是对于极度

功利化的城市建设的不满，也是对于现代都市

忽视“诗意栖居”的提醒。（据《钱江晚报》）

1人 8证与户口的消失

人们还没从山西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

1 人 8 个身份证的惊人权力中缓过神来，

27 日，有网友爆料，河南鹿邑一男子疑因

举报派出所所长“不作为”被注销户口———

一个所长用惊人的“作为”，告诉了当

事人和全社会，一个一旦“作为”起来的公

安干警，是可以达到神通广大境界的。他看

你不爽， 可以让你的名字在庄严的户口簿

上消失，让你成为“来自星星的你”而无处

立足。这能耐，与别人改个姓名困难重重而

长治公安局副局长樊红伟能够一人拥有 8

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一样， 权力既可以剥

夺别人被社会认可、 被法律证明合法的身

份，也可以让自己一人坐拥 8 个合法身份。

一个局长的 1 人 8 证， 与一个公民的户口

消失，这种荒唐的反差，不只是权力太大，

更是监督的力量太弱， 法治对内的棒子太

软。这种权力的荒唐，已经不是一个偶然能

够说得过去的了。 （据《钱江晚报》）

外语词应规范在流行之前

WiFi、CEO、MBA、VI P、PM2.5， 大

量外语词不经翻译就见诸报端， 甚至还出

现在某些严肃的学术期刊里。 专家表示伤

害了汉语的纯洁性———

我们需要外来词， 但我们反对外来词

对汉语环境协调性的破坏。 那么问题出在

哪里？专家给出的答案是“零翻译”，显然这

只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出现“零翻译”的

状况， 根本在于我们对语言传播环境的把

控和介入能力的式微。相反，留给语言规范

的空间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 现实是，

这些词语一旦被公众所习惯和牢记， 就扎

下了根，再用英释词来替代，几乎是不可能

的。 如，“NBA”一词，前些年要求媒体一律

用“美职篮”来表述，基本没有什么效果。类

似的，还有“VCD”、“MP3”之类的。 现代的

传播特点，决定了对外语词规范要提速，将

每个新生的外来词规范于流行之前。

（据《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