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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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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1 月 30 日 A17 版

《昂 山 素 季 角 逐 补 选
呼吁修改宪法》（校对：
杨许丽 编辑：王晓枫）
一文，第 1 栏第 3 段倒
数第 2、3 行“使缅甸能
够能好地实现民主改
革”中，“能好”应为“更
好”。

2.1 月 30 日 D08 版
《银泰大红门店开业表
现强劲》（校对：陆爱
英 编辑：刘映）一文，
第 4、5 行“开业仅 10 天
既冲破千万大关”中，

“既”应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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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谁为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负责
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跨地域污染事件，不能仅仅追究排污企业的责任人，还应查清是否

存在瞒报、渎职等情形，同时建立跨流域防污、治污的常态机制。

■ 观察家

三亚何时才能无“宰客”
这次“宰客”风波的实质，正是游客长期以来对三亚旅游环境不满所致。三亚应倾听到

舆论背后的真正意图，努力完善市场监管，真正尊重游客的切身权益。

据报道，广西龙江河镉
污 染 事 件 形 势 仍 不 容 乐
观。在河池为消除镉污染
所设置的 5 道防线中，目前
龙江河上的最大镉污染团
即将突破第3道防线。在柳
州市区上游 57 公里的柳城
县糯米滩水电站以上的龙
江河段，目前有镉浓度超标
5 倍以上的水体长达 100 公
里。据最新报道，广西已刑
拘涉嫌违法排污的相关企
业的7名责任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江
河镉污染情况还在不断发
展变化。当地政府也在不
停地发布消息，强调城市供
水不会有问题，但现在人们

最为担心的不仅是镉污染
事故本身，更是当地政府在
处置事故过程中措施是否
得力，谁该为持续了十几天
的龙江河镉污染事件负责？

现在广西当地对镉污
染不可谓不重视，自治区政
府有关负责人甚至表示，动
用“哪怕全世界的力量都要
想方设法……一定要做到
保障没有问题。”

但是，相比这种承诺，
人们显然更愿看到透明、有
效的处置行动。换句话说，
在“动用全世界的力量”之
前，当地政府是否已经用好
自身全部的力量，是否已经
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1月18日柳州市接到河
池市通报，启动饮用水水源
污染事故应急预案Ⅲ级响
应。到了1月27 日，广西启
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
响应。但媒体报道，龙江河
死鱼事件 1 月 15 日已经发
生，直到十多天之后，广西
才启动全面的应急响应机
制，这中间的迟滞原因是什
么？如果能早一点启动，污
染是否能早一些得到控制？

此 外 ，污 染 事 故 发 生
后，河池市应急处置中心透
露，污染源已初步查明，来
自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但三天之后，该处置
中心又称，由于岩溶地貌等

多方面原因，污染源的最终
确定遇到不少难题，污染源
仍需进一步排查、确定。而
据最新的消息，广西已刑拘
涉嫌违法排污的金城江鸿
泉立德粉材料厂等相关企
业的7名相关责任人。那这
些企业究竟是如何造成大
面积污染的，相关部门在日
常监管中为何没能及时发
现，监管机制是否存在漏
洞，还需进一步查实处理。

该事件发出的另一重
要警示是，要突出河流污染
治理的“流域意识”：上游有
问题，下游必须早做防范。
一旦发生污染，上游责任部
门必须及时通报相关信息，

而下游则宁可把问题想得
严重一些，也不能迟滞怠
慢，做好跨区域的协同作
战。否则，上游解决了，问
题就会推给下游。

对 这 样 一 个 重 大 的 、
跨地域污染事件，显然不
能仅仅追究排污企业的责
任 人 。 在 全 力 治 污 的 同
时，有关部门还应继续调
查，查清是否存在瞒报、渎
职等情形，对各责任方及
时依法追责，同时建立跨
流域防污、治污的常态机
制，如此才能让当地民众
真正心安。

相关报道见A14版

据 报 道 ，春 节 假 日 刚
过，一则关于三亚海鲜餐馆
高价宰客的消息就在网上
迅速传播。昨日当地有关
部门称，通过核查涉事海鲜
餐馆销售台账，并未发现网
友投诉的消费记录。不过，
网络上对三亚宰客现象的
批评还是不绝于耳。

毫无疑问，这桩风波让
三亚陷入一场公共形象危机
之中。当地对此反应不可谓
不迅速，如领导批示、迅速查
封涉事海鲜餐馆等，却又无
意中表现出某种傲慢姿态。
例如，三亚市政府新闻办早
前居然在微博上声明：“今年

春节黄金周在食品卫生、诚
信经营等方面三亚没有接到
一个投诉、举报电话，说明整
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
好。”这简直是火上添油，招
致更多网友质疑。

因为“零投诉”并不等于
没问题，这是个常识判断。
如今网络日益发达，反映问
题的门槛也相对较低，很多
人习惯在网络上“投诉”，难
道网上的“投诉”就不是投
诉？三亚有关部门既然懂
得开通微博，说明对网络的
重要性也有一定认识，如果
把微博意见也纳入“投诉”
范畴，又怎会得出“零投诉

所以市场秩序良好”这样荒
谬的结论？

昨日，三亚市政府新闻
办微博再度发声明表示，春
节期间当地 12315 接到消费
者申诉举报、咨询电话 70
个，“海鲜排档、水果零投
诉 ，前 一 则 微 博 表 述 有
误”。从中可看到当地有关
部门似乎还没搞明白，投诉
率高固然不好，可如果一方
面消费者反映强烈，另一方
面很少有人愿意投诉解决，
这更加不妙。因为这肯定
说明，当地政府部门公信力
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消
费者不相信当地有关部门

能够管好这件事情。
在舆论一片质疑、诸多

游客网上现身说法的情况
下，三亚坚持“零投诉”的说
法，显然并不明智。事实上，
三亚“宰客”不是今年才有，更
不是个别偶然。近年来，从
央视到地方媒体均有报道类
似宰客事件，可这一乱象并
无根本改观。

就在春节期间，演员马
伊琍也在微博上抱怨三亚，

“两个助手出去吃饭要了西
红柿鸡蛋和墨鱼，结账八
百，最后叫来当地朋友才解
决。”在此轮“宰客”风波发
生后，也有不少网友纷纷发

微博讲述春节期间三亚旅
游“被宰”的经历。昨日，有
网络调查也显示，70%的网
友近期有在三亚遭遇过宰
客的经历。

这次“宰客”风波的实
质，正是游客长期以来对三
亚旅游环境不满所致。

三亚应倾听到舆论背后
的真正意图，努力完善市场
监管，打击商家宰客行为，真
正尊重游客的切身权益。如
果三亚想成为一个国际化的
旅游城市，不想办法杜绝宰
客这类事情，是不可能的。

□孤云（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B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