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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PM2.5标准征求意见5日结束。记者6
日从环保部了解到，征求意见期间收到了1500多条反
馈意见，普遍赞成将PM2.5作为一般评价项目纳入常
规空气质量标准，有的还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提前
实施。(12月7日《新京报》)

现行空气质量标准是1982年制定发布的，虽然
经过1996年的修订更名和2000年的修改，但是至今
已有11年未作修改。而近些年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快
速增长，我国环境空气污染特征已经发生变化，按
现有标准发布的空气质量评价结果，已变得与公众
的主观感受明显不一致。将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
质量影响甚大的PM2 . 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当
中，契合空气污染变化的现实。

首先，政府监测并公布PM2 . 5数据，可以让公
众了解自己所处区域的空气污染情况，采取措施减
少对于自己健康的影响。而且数据高的时候，政府
也可以倡导大家绿色出行。其次，将PM2 . 5纳入常
规空气质量评价当中，发布更为符合实际的环境空
气质量数据，也能给政府部门带来压力，促使其进
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从而对环境保护工作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空气质量评价回避对
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影响甚大的PM2 . 5数据，
则不但不利于公众采取措施减少污染对于健康的损
害，也不利于促使政府及其部门进一步提高节能减
排力度。

当前，一些地方对公布PM2 . 5数据抱持抵触态

度，有些地方甚至宣称PM2 . 5数据只用于科研、不
对外公布。对PM2 . 5数据“讳莫如深”，其实是担
忧发布PM2 . 5数据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使自己受到
有关保护环境工作不力的指责，并将不得已加大对
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投入。这无疑表明部分地方过份
在意自己的脸面，未将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促进环
境保护摆在更为重要位置上。这种“鸵鸟”态度，
显然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不利于更好
地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促使空气质量得到更大的改
善的。

此次环保部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社会
意见，反馈的意见普遍赞成将PM2 . 5作为一般评价
项目纳入标准，实际上也是寄托了对于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
保护民众身体健康、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深
切期待。首先，有关方面应当充分吸纳民众的意见
与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标准草案并正式发布实施，
且通过有效举措保障其得到切实执行。其次，还可
以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探讨将新标准拟在2016年
实施的最后限期适度提前的可能性。另外，正如北
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所说的，“好的空气质量
是治理出来的，而不是监测出来的”，在新的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发布之后，各地政府及其部门除了应
当按标准要求发布PM2 . 5数据之外，更应当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抓好节能减排工作，使我国环境空气质
量获得更大的提高，“让天更蓝，让蓝天更多”。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欲将电子数据明确
列为证据种类。电子证据入法已是大势所趋，而其
入法的程度如何是接下来立法工作的重点。究竟
哪些电子数据、文件能够成为电子证据，由哪些机
构和人员去鉴定电子证据的真伪和原始性，如何
处理好还原电子数据与尊重当事人隐私之间的关
系，国外在电子证据采纳方面的相关规定是否可
以借鉴，除了民事诉讼领域，刑事诉讼、行政诉讼
是否也要引入电子证据等，这些都需要细则明确。

“复出”当建立严格程序

据媒体报道，在因强拆自焚而引起轰动的江
西“宜黄事件”中被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前县委书
记、前县长均已复出。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
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
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
监督权。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
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

“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
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
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限购令不只需要到期延续

住建部日前知会地方政府，限购政策将于年
底到期的城市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
续。“限购令”还需延期、持续进行下去，并不等于说
政策本身不需要检讨反省，更不等于说该政策是
绝对完美的。所以，必须尽快找到并着手去完善能
够取代“限购令”、足以长远调控房价维护房地产
行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比如，加大推进和落实
保障房建设的力度，并将其充分地制度化；彻底扭
转和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的局
面，促进土地交易的市场化和去垄断化等等。

食品质量标准应内外统一

食品最起码的品质是能够食用，制成的食品
毒害身体健康甚至夺走人命，根本就不能食用，就
已经不是食品了。在一些企业频频越过道德底线，
制造不安全食品的背后，可以窥见我们对食品的
质量要求和质量监管并不尽如人意。每当有跨国
企业出现食品问题，回应我国消费者时几乎如出
一辙：我们的产品符合中国的标准。我们还知道我
国的奶业新标准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倒退20多年，
几乎为全球最低。产品质量固然与整体生产能力
和水平有关系，但国情并不能成为产品质量时常
在底线之下的理由，食品质量标准应坚持内外统
一，国内食品质量应当向出口食品看齐靠拢。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依法讨薪，为什么还这么难！这是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中
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为了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
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
费，历时11天到21天。(12月8日央视《新闻1+1》)

年关，“农民工讨薪”又现，让人内心无比纠结。讨薪成本，这
个陈旧而无奈更令人哀叹的问题，也再次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
反思。早在2005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就曾对此作
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
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
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
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
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5000元。

了解了这些扎实的数据，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的农
民工不愿意通过合法渠道来讨要工资，而宁可周而复始地选择
跳楼、跳河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一则他们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钱来走司法程序，二则，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未必
能拿到被拖欠的工资。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关部门为降低讨薪成本而作出的
努力。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
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工资支
付令与其他程序比较，显然有着快捷、低成本、具有强制执行力
等优势，《劳动合同法》刚刚实施那段时间，大家还真是激动了一
阵，可时过境迁，工资支付令似乎仍然难以执行，究竟是哪些环

节出了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薪本应是不用“讨”的，因为，所有关于劳动权益的法规

里都明确规定，工资应该按时、足额发放。但现实语境却让人高
兴不起来，由于法律的执行力匮乏，农民工讨薪的成本越来越高
昂。今年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恶意欠薪入罪，即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
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据报道，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厅和最高法院也在近日对欠薪入罪作出了司法解释，欠薪5000元
以上就可以入罪。恶意欠薪入罪无疑是法治的进步，但我们也不
能太过于乐观，因为，法律能否被快速执行，仍可能是个问题。

劳动付出了，就应得到薪水，薪水本就不应该“讨”。让农民工
正常得到薪水，体现着劳动者最起码的尊严；让农民工正常得到
薪水，不应是一件多难的事。

北京质监局发布《车用汽油》和
《车用柴油》两项地方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将北京现行的车用汽油国Ⅳ标
准升级为国V，车用汽油进一步降低
硫含量5倍。同时，将汽油牌号由“90
号，93号，97号”修改为“89号，92号，95
号”。环境专家表示，硫含量比原标准
严格5倍，意味着排放的硫化物含量
浓度降低5倍，PM2.5浓度也变低。(12
月8日《新京报》)

毋庸讳言，北京此番提高车用汽
油标准，与最近备受关注的灰霾空气
污染直接相关。硫是在铅之后最值得
关注的油品质量指标，是酸雨、
PM2.5等污染问题的重要成因，可能
引起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尤其是它
衍生的颗粒污染物会对呼吸道带来
非常严重的影响。联合国环境署一项
研究显示，对炼油设备每投资30亿美
元改善油品质量，可以带来250亿美
元的健康效益。显然，迷雾连城之下，
要改善空气质量和保护公众健康，提
高油品质量已是当务之急。

但国V车用油标准如果能在2012
年顺利执行，不得不说是对首都的

“特事特办”。公众不明白的是，一样
的国企“两桶油”，为什么能在北京提
供国V标准油，却在国内其他地方只
提供国Ⅲ标准油？这究竟算是对北京

的“特供”呢，还是对其他地方的歧
视？当然，即便在北京，石油巨头提供
国V标准油，也不是没条件的：一方
面，油价可能因此上涨，此前由于油
品质量升级而实施价格上涨，北上广
等地都出现过；另一方面，汽油牌号
要降，也就是汽油辛烷值要降，抗爆
性随之降低，理由是“为了脱硫，要改
变工艺”。

硫含量降低抗爆性也必须降低，
这与其说是一个冶炼技术问题，不如
说是石油巨头的讨价还价。油品质量
得不到提高，付出巨大代价的是公众
健康和自然环境。

油品质量提高缓慢，有一个标准
被绑架的问题。根据《新世纪周刊》的
报道，在负责制定车用燃油标准的全
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下面的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
术委员会掌握标准话语权的37人中，
石油企业的人士占到七成以上，汽车
行业的有三人，来自环保系统的只有
两人，委员会的秘书处也设在中石
化。换言之，油品质量标准几乎全由
石油巨头说了算。这样的局面不改
变，石油巨头仍可能长期扮演灰霾天
的“最大贡献者”。但愿这能倒逼油品
质量在全国范围的提高，而不仅只是
对大城市的特事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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