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B1姻2025年4月9日 星期三

姻责编：李旭阳

姻邮箱：kxdbstsx@163.com

治理室外“游烟”，上海率先出手。今年 3 月，

上海在武康路等 8 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

“网红”地标场所采用增加控烟宣传元素、安排志

愿者“随时劝”等柔性引导方式，探索减少室外二

手烟现象的路径。

何为“游烟”？你肯定不陌生。走在马路上、候

在停车点、站在景区闸机口，随时可能碰见一个

吞云吐雾的人，进而闻到空中飘来的那股刺鼻烟

味。

在“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被写入我国法

条的 10 余年后，“游烟”终于在局地进入“禁烟”

的新一轮管理范畴。其背后，有人们健康意识的

深度觉醒，有“忍一忍也过不去”的个体权利的强

烈觉知，更有“高质量呼吸”与“二手烟弥漫”之间

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大背景。

人们对于无烟公共环境的渴望日益强烈。上

海多部门曾联合对超万名市民开展“游烟”相关

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其中近六成市民经常遭遇

“游烟”，逾九成市民对“游烟”表示反感，超七成

市民表示不能接受“游烟”。而前不久，在上海迪

士尼，一名父亲为维护自己婴儿的健康与同在排

队的吸烟者发生争执，也成为这一社会现象的一

个注脚———当无数个体遭遇形成一种社会性无

助时，该议题显然需要被置于更高的社会层面去

思考、讨论，探索更有效的“公共解”。

事实上，从此次上海试点过程中试图调动各

方力量也能看出处理这类问题的“成本之高”“共

治之难”。试问，一个个体如何能同时叫来城管、

文旅、环卫、街道、警方等多方人员赶往现场，处

理这样一场“道理上清晰、却解决时迷茫”的对

峙？———唯有将个人纠纷的成本平摊进社会治

理的成本。

这种成本如何降低？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思想

实验，想象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一个吸烟者

的旁边，恰好站着一个喜欢闻烟味的人，两个人偏好互洽，没

有需要额外调节的“口舌”、没有必须额外支付的罚金。

当然，你认为这不过是经济学假想的“平衡状态”，现实

中怎么可能？可如果经过长期的宣传引导，“不在室外公共场

所吸烟”逐渐成为像“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地吐痰”一般的

常识，这种社会治理的成本会不会降得更低一些？如果，通过

严格立法执法，让“游烟者”像面临“违停会被贴罚单”“酒驾

会被吊销驾照”等惩戒时一样担心，这种平衡状态会不会更

容易逼近一点？

更具体来说，是反复试探“游烟客”内心“成本”的刻度，

即抽一次烟的快感，究竟会在多少人劝导后消退，在多少金

额的罚款后被浇灭，在多少次路过提示牌后变为羞愧？

通过明确制度法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社会风尚等

“交易规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对错”，从而跨越那些矛盾

频发的模糊地带，逐渐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化、找到合作共

行的最优解———这是“游烟”治理的经济学启示。

当然，向这一“平衡状态”靠近的过程必定是艰难的，

也是需要分阶段推进，他山之石可以例证。英国威尔士

2017 年宣布将无烟区扩展到室外公共空间的计划；2021
年使“在学校门口抽烟处以 100 英镑（约合 909 元人民币）

罚款”的规定落地生效；2024 年，计划将室外禁烟区域扩

大至酒吧、花园、户外餐厅，以及儿童游乐场、医院附近等

特殊场所。

而今，上海迈出“户外禁烟”先行先试的第一步，在此过

程中，哪种方式更有效，还有没有更合适的手段，不妨期待上

海以及未来更多城市的试点效果。但至少，我们迈进了“禁烟

治理”的一个新阶段，而每次跨越，都是一次文明水位的抬

升。 魏世杰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个“牛鼻子”怎么牵
起笔十年前，一项制度“咬住问题不

放松，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

招”。

从 2015 年开始试点到第三轮第三

批完成督察反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从无到有、持续推进。一路走来，

这项制度为何被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为

“建得好、用得好”？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在审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时强调，“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

子’”。

“责任制”，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交

织着三组辩证法，可见微知著。

一与多，驰而不息抓住“关键

少数”。

将历史的标尺拨回 2012 年。经济增

速降至 8%以下，经济总量约占全球

11.5%，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2.5 倍……走到发展转型的关键路口，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道必答

题。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经济、民生，牵

一动万，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如何用生态建设之“一”，撬动

社会发展之“多”？

谋定而后动。2012 年 11 月 17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里，蕴藏着制度

上的逻辑递进：生态环境保护要落到实

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而用好责任制，重

点在抓“关键少数”。

全面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字里行间，既

有宏观蓝图的擘画，亦有具体制度的约

束。

“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

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

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

虎’‘橡皮筋’。”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话掷地有

声。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

抓，靠的是严管。建立督察制度，牢牢牵

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一子落，满盘皆

活。

义与利，群众身边的“小问题”，

是国家关注的“大事情”。

秦岭，中华祖脉，呵护好这一片广袤

盎然的山林，这是坚守民生之义；曾经一

度，山的北麓，违建别墅犹如块块疮疤，

蚕食着山脚的绿色，这是饱取私人之利。

千秋胜负在于理。义与利，被放置于社会

公理的天平上，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

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

秦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派出专项整

治工作组入驻陕西，千余栋违建别墅被

彻底整治并复绿。“从今往后，在陕西当

干部，首先要了解这个教训，切勿重蹈覆

辙，切实做守护秦岭生态的卫士。”总书

记告诫说。

也不只是秦岭，更不只是“硬骨头”

“老大难”，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镜头”里，始终聚焦着困扰群众的“身边

事”“小问题”。

水体黑臭、空气污染、垃圾乱堆、噪

声扰民……民之所念，行之所向。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

的关系。这一道世界性难题，怎么解？答

案藏在细微处：见事、见人、见责任。

着眼一个“小”，建立举报受理、转

办、核查、督办、回访工作机制，让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
变；狠抓一个“严”，建立覆盖全面、权责

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督促“关键少数”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
治责任。

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阅每

一批督察工作安排、每一份督察报告、每
一份整改方案、每一份整改落实情况，为
督察工作指明方向。

“坚持严的基调，该查处的查处，该

曝光的曝光，该整改的整改，该问责的问

责。”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

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

近与远，既为当前计，亦为长远

谋，更为天下利。

“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

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长汀之变就是生动一例。那里曾是我

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山光、水浊、田瘦、人穷”。1999年，时任

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专程来到

长汀，“省里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长汀倾

斜，就是倾斜到腰都弯了，也要继续倾斜。”

如今，长汀已成为生态美、百姓富、产

业优的“生态家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

过一个生动的比喻：“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

像开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

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

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重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推动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走上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在国内，也在国

际。“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

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

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总书记深刻指出。

深入阐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倡

议“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延展开来，为人类

文明永续发展进步指明方向。

念兹在兹，春华秋实。

当北京上空的蓝、浙江安吉的绿、云南

洱海的清，熙来攘往的万千视角，共同拼叠

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山川图景，美丽中国建设

不正从一个春天走向下一个春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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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陕西段的森林覆盖面积已提升至 82%，位居全国之首，被誉为最绿区域。姻资料图

在这本书中，卡逊以生动而严

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

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

难，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

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

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

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

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

该书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

透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给予人类

强有力的警示。作者在书中对农业

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和政府的

政策提出挑战，并号召人们迅速改

变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呼吁

人们认真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问

题。

该书以寓言式的开头描绘了一

个美丽村庄的突变。书的前半部分，

对土壤、植物、动物、水源等相互联

系的生态网络的讲解，说明了化学

药剂对大自然产生的毒害；后半部

分则针对人类生活所接触的化学毒

害问题，提出严重的警告。作者以详

尽的阐释和独到的分析，细致地讲

述了以 DDT 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

使用，给人们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

难以逆转的危害———人类不断想控

制自然的结果，却使生态破坏殆尽，

也在不知不觉间累积毒物于自身甚

至遗祸子孙。

内容简介：

科 普 图 书 推 荐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科

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科

普读物，首次出版于 1962 年。

寂静的春天

《我的原野盛宴》讲的就是一个

小孩子的野地童年，他不用刻意像

外来客一样去融入野地，因为他一

落草就是野地的孩子，本身就生在

野地、长在野地，和野地里的野花野

草野兔野鸽一样，可以凭着浑身野

气，很轻松地和各种野物怪人打成

一片，简直就是“毒虫不螫，猛兽不

据，攫鸟不搏”的林中赤子。一个无

邪无畏的野孩子，饱尝野枣野葡萄

野草莓，喝着渔铺老人的美味鱼汤，

敢于躲到老林子里自筑的小窝过

夜，乐于跟荒岛上的野猫探险猎奇。

在这本书中，他以第一人称的叙述

方式，从童真生活写起，以工细的笔

触再现半个世纪前的滨海荒原，尽

写野地悲欢、万物竞逐、神异纷呈的

斑斓大地。

该书所描绘的大自然向我们指

引出人生的永恒梦想和生活的至真

之乐。不需说教，也无需规训，而是

将生在这片大地上口口相传的故事

娓娓道来。这或许是文学甚至整个

文学领域，对于我们的国民不可推

卸的责任。《我的原野盛宴》不是一

个游荡飞奔在野地的少年如何征服

自然的蛮荒叙事，而是怀着纯净之

心，总是爱自由想象的孩子们如何

与自然万物相互陪伴、相互关爱。这

些孩子们对世界、对万物所持有的

谦敬的态度，正是现代社会的我们

所应该不断学习的。

内容简介：

《我的原野盛宴》是中国

当代作家张炜创作的首部长

篇非虚构作品，首次出版于

2020 年 1 月。

我的原野盛宴

在这本完美地融合了文学、历

史、人类学、生态学、动物学、语言

学、环境学的奇妙著作里，博物学

家、生态专家马歇尔·罗比森以生花

之笔，从前所未有的全景角度，探讨

了物种的多样性与人类文明的繁茂

之间的深层关联。一方面，他带我们

“回味”过去自然界物种和平共处的

美好时光，引领我们欣赏野生世界之

美并感受丰富细微的自然声响；另一

方面则从生物变迁史的视角，点出了

物种多样性的衰减趋势，并剖析了这

种不容乐观的趋势在过去、现在、未

来是如何影响我们及整个世界的。

马歇尔·罗比森认为，大自然是

我们的导师，是一切的起源，人类和

其他物种共同构成了生命共同体。

但是，或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不再能

从自然中获得启示。于是，他忧心忡

忡地警示我们：物种多样性的衰减只

会导致文化的贫乏，随着颜色、香气

和声音的消失，人类数千年来所累积

的智性及文化宝藏都将走向衰减。因

此，人类必须尽快改变过度开发、滥

垦及剥夺其他生物生存权的愚行。

本书博学、睿智而深情，堪称

“有趣味的深度阅读”的典范，自出

版后好评如潮，被誉为是“推进了

《寂静的春天》中的生态议题”，“足

以与《寂静的春天》媲美的生态佳

作”。本书也是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

的典范。

内容简介：

《日益静寂的大自然》是

德国作家马歇尔·罗比森的作

品，出版于 2017 年北京大学

出版社。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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