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民间河长”成了网络热词。据媒
体报道，山东多地探索“民间河长制”。淄博
206人被聘为当地河流的“民间河长”，2700多人
当选河管员；临沂1600名热心市民被聘任“民间
河长”，他们将常态化巡视大小河流，发现有污
染、损害河流及其环境以及其他有关河流的问
题，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济宁泗水的杨发佑，
带领村民在泗河边清理河草，用实际行动守护家

乡母亲河，他的“民间河长日记”也在朋友圈热
了起来。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河湖管理
保护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
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段时期以
来，全国各地积极推行河长制，由地方党政主要
领导同志担任河长，依法依规落实各方主体责
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有力促进了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
工作，为水污染防治构建起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责任体系。

水污染防治，需要强化领导力量，也离不开
公众的广泛参与。从各地探索实践情况看，“民
间河长”大多是普通市民，他们就生活在河湖周
边，河道的垃圾、排污、违建等情况，大多在他

们视野之内。探索“民间河长制”，相当于为河
湖监督安装了全天候的“24小时监控器”，解决
了很多监督“死角”问题，打通了河道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也调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
积极性，有助于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
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有益
尝试和积极探索。

当然，“民间河长”不能是空头名誉，而要
成为一个有职有责有权的“实职”。如何让“民
间河长”实至名归？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
办法，明确“民间河长”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
求，与地方河长制进行有效衔接，实现良性互
动，特别要健全生态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
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处理制度和反馈机制，在水资
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上同向发

力、聚焦用力，让那些环境违法者无处藏身、受
到惩罚。

生态环境保护，人人都有责任，人人也要作
贡献，建设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
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我国今年环境日主题确定为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就是希望全社会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事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期待“民间河长”
延伸到更多领域，发挥更大的涟漪效应，全方位
调动各方面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全民参与到生
态文明建设之中，每个人都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
自己的贡献，使我们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

在不久前的一档电视节目里，77岁的核研究科
学家魏世杰的故事令不少人为之动容。他的儿子
有先天性智力残疾，女儿有精神分裂症，妻子后来
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魏世杰说，自己是家里的顶
梁柱，连生病都不敢，要保持自己的健康，能顶过
去就顶过去。面对观众，他讲出了最质朴的人生道
理：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这
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6月26日《人民日报》）

魏世杰是一位著名的核研究科学家，也是一
位坚强而伟大的父亲。作为父亲，对于孩子的意义
是什么？魏世杰说：是最大的支柱，当孩子遇到问
题的时候，父亲就要挺身而出，责无旁贷，给他们
遮风避雨。“我这个人一辈子啊，上半生我是在九
院研究这个核武器，这算是为国家。后半生呢，回
到家里边，照顾我的亲人，我尽到了一个父亲和丈
夫的责任，这叫为家。”历经种种磨难，魏世杰的体
会就是，即使再大的苦难降到你身上的话，你要正
确地面对它，不要回避，它都是可以度过去的。

人之苦难，或多或少，难以避免。但是，现实中
很多人往往难以经受住像“魏世杰”这样的苦难考
验。哲学家培根在《论厄运》中说：“超越自然的奇
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环境越是困
难，精神越能发奋努力，困难被克服了，就会有出
色的成就。这就是所谓‘艰难玉成’。”苦难是一面镜
子，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精神意志。愿“魏世杰”的
故事，带给我们奋进的力量！

最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神
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杨利军建立的微信群“杨利
军医疗工作站”火了。据统计，该病患服务微
信群创建半年来，每天都有患者留言，杨利军
坚持抽空答疑，共有近百名病人受益。（6月
25日河北广播网）

在疾病面前，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同一战壕
的战友。从这一点来讲，医生和病人理应成为
朋友，共同战胜病魔，共享成功喜悦。

目前，不少医生都建有类似的微信群，在
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每天牺牲休息时间答疑
解惑。笔者建议，在为医者仁心点赞之余，期
待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对于这种有益医患双赢
的好做法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将医生的信息
咨询服务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对热心解答咨
询、病人好评度高的医生在评职、晋级方面予
以倾斜，从而提高广大医生的热忱。

（文/张淳艺 漫画/唐春成）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近日对山西
省临汾市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作出了判决，
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涉案的16人作
出判决。其中，主犯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
清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月26日央视网）

2015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开始施行，
同年，《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
理办法》印发，这都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提出
了更为严厉、明确的处罚措施，也为打击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提供了判定依据。然
而，掩盖超标排放等问题，环境数据造假，一
直被视为业内“潜规则”，问题依然层出不
穷。如此语境下，山西临汾发生环境监测造假
案，环保局长等16名涉案人员获刑，具有警示
意义。

事实上，山西临汾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
是继西安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之后，司法机关
依法查处的又一起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典型案
件，该案涉及人员更多、组织严密、策划专
业，其影响恶劣、性质严重、教训深刻，发人
深思，令人警醒。由此可见，一些地方和单位
弄虚作假，片面追求政绩，不在污染防治上下
功夫，却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打歪主意，严
重违背了中央相关要求，触犯了法律“红
线”，损害了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群众利益，
必须依法严惩。

然而，由于新版《环境监测管理条例》迟
迟未能出台，一些相关行政规定因缺乏法律支
撑，纲性不强，势必会让执行力打折扣，从而
也导致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事件频现。特别是，
在环境监测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一方面，民间
频频出现环保自测行为，因缺乏权威性，监测
数据真假难辨；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的一些
环境监测站，要么监测工作消极，要么对监测
信息讳莫如深，损害了官方环境监测站的公信
力。

因此，对于环境监测造假行为，不能止于
个案查处。首先，持续加大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惩处弄虚作假行
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
起。同时，新版《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应加快
实施，将生态环境监测纳入法治轨道。再者，
环保部门应该把重点放在监测和公布数据的真
实有效上，规范监测技术和监测标准，积极与
民间力量加强合作，把民间力量纳入国家的环
境监测体系中来。特别是，国家和地方权威环
境监测机构，应真正担负起环境监测的国家责
任，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及
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境规
划等提供科学依据，为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环
境，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制定环境法规、标
准、规划等提供服务。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北京朝阳法院
获悉，毒品犯罪正在呈现“快递化”趋势。2016年该
院审理的涉毒犯罪中利用快递实施的仅为4件，
2017年这一数字猛增至18件，增幅达到3 . 5倍。针对
这一现象，北京朝阳法院已向国家邮政局发送司
法建议，建议该局加强监管。（6月26日《北京晚报》）

按说，今天不应再出现快递运毒案猛增的现
象。因为《邮政法》早就规定快递企业须严格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2015年媒体报道全国九成毒品通过
物流快递向外寄送；快递实名制登记也是从这一
年11月正式开始的。如果快递企业严格执行实名制
和验视制度，就不会成为毒品犯罪利用的“工具”。

去年，快递运毒案增长3 .5倍，这说明快递企业
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有关方面在依法惩治毒
犯的同时，还应该惩治那些没有尽到责任的快递
企业和快递人员。事实充分表明，快递业已经成为
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不让毒品犯
罪“快递化”，唯有依法严惩违法行为，使快递企业
不敢轻视开封验视和快递实名制。当然，还需要提
高快递人员的验视能力，因为涉毒人员常常采取
欺骗手段。此外，仅靠快递完不成毒品交易，无论
是推销毒品还是交易结账，如今都借助社交工具，
要把微信等纳入治毒阵营。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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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管护离不开公众参与
□ 孙秀岭

对环境监测造假

不能止于个案查处
□ 汪昌莲

在“苦难人生”中

汲取奋进的力量
□ 付 彪

毒品“快递化”

需要“最严执法”
□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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