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山东人曲格平：

““改改革革利利益益集集团团是是治治霾霾关关键键””
“不保护好生态环

境，也要亡党亡国”

齐鲁晚报：最近北京空气
怎样？雾霾多吗？

曲格平：今年2月底，北京
经历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雾霾，连续六天6级重度污染，
雾霾遮天蔽日。说实话，我现在
呼吸起来，感觉很不舒服。

齐鲁晚报：可以去环境好
的地方避避。

曲格平：去哪儿避？现在我
国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将近1/6
的国土正在遭遇灰霾天的严重
侵袭，而且主要集中在中东部
较发达地区，污染程度还在加
剧。尤其京津冀这一带，雾霾非
常严重。

齐鲁晚报：您对我们目前
生活的环境如何评价？

曲格平：这么多年来，我很
少听人称赞中国的环境状况，每
一届国家领导人都在讲“形势严
峻”，实际上是非常严峻，十分严
峻，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
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环境污
染。不光是大气污染，还有水污
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
等等，存在的问题很多、很大，老
百姓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命健康
和安全都受到威胁。

齐鲁晚报：所以去年您说：
“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不消
除环境污染，不保护好生态环
境，也要亡党亡国。”

曲格平：是啊，去年说这句
话时，我是琢磨了好久才说出
来的，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但
归根结底还真是这么回事。这
个问题非常严重，事关人民大
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齐鲁晚报：当时，您这句话
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曲格平：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很多网民又把我这句话翻
了出来，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站，
网民和两会代表又都在引用我
这一句话，现在全国基本上都
知道了。

“‘数字游戏’是全

国都老大难的问题”

齐鲁晚报：如果给现在的
环境污染排名的话，您认为什
么污染最严重？

曲格平：雾霾肯定是第一
位。上世纪70年代，说日本东京
的孩子看不到蓝天，我们还当
个笑话讲，现在北京的孩子能
看到蓝天，已经是一件非常稀
罕的事了。

第二是水污染。中国是个
严重缺水的国家，但水污染尤
为严重。不过，山东省的环保工
作成绩是非常卓著的，有59条
河流都能养鱼，这个指标很过
硬。现在我还没看到全国有第
二个地区敢这么说。

第三位是土壤污染，污水灌
溉、空气污染、颗粒物沉降，这些
都会污染土壤，特别是农药、化
肥对土壤的污染更严重。

齐鲁晚报：公众一直关注
的全国土壤普查数据，到现在
也没有公开，不知道您是否了
解这个数据？

曲格平：环保部和有关方
面做了大量调查，下了很大的
力气，但我也看不到这个数据。
其实环保部即使想公开，估计
也很难，因为牵涉到太多部门
和地方的利益了。

齐鲁晚报：说到数据这个
问题，我们有种感觉，现在每年

有关部门都会通报，说主要污
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但老百
姓的感性认识恰恰相反，这是
为什么？

曲格平：有很多人问过我
这个问题。我说公布的都是大
体上有这么个数据，仅供参考
吧。有些数据并不是太准确，有
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还会与
现实形成极大反差。

齐鲁晚报：为什么数字有
可能失准？

曲格平：首先是监测网络

并不是很齐备，可能报不全；第
二，企业不如实上报，它们想尽
办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中
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现在
国家环保部正在查处一些数据
造假的企业，发现数据不造假
的企业太少了，这个情况具有
普遍性；第三，各级地方政府管
理不科学、不到位，涉及本地区
利益，也不愿意报实数。各级政
府现在仍然是只看重GDP，对
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现在有关
领导被问到环境问题时，羞羞

答答，身上直冒汗。
齐鲁晚报：看来您在做环

保局长时，就深有感触。
曲格平：全国“数字游戏”

也不仅是环保一家，是一个老
大难问题。

40多年来，决策还

停留在理念层面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现在
我国雾霾如此严重的原因是什
么？

曲格平：除了客观天气原
因外，其实主要是人为原因，有
三点：第一，工业、生活中煤炭
的大量使用是主要原因，我们
现在使用的能源中近70%还是
煤炭，在世界年燃煤量排名上，
中国绝对第一，这是造成雾霾
和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第二，
汽车不断增多，尾气大量排放。
第三，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家
庭取暖做饭，主要还是煤炭，天
然气会好一点，但是并没有普
及。过去生活方式的污染可以
忽略不计，现在所占比重却显
著提高。

齐鲁晚报：我国环境保护
已经走过了40多年历程，你对这
个历程如何评价？

曲格平：40多年来，中国领
导决策层提出了许多先进的发
展理念，但是这些发展战略多
数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上，停留
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很少见诸
行动。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总体
战略上，长期没有摆脱过度追
求增长速度的观念，没有注意
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经
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齐鲁晚报：改革开放之后，
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
变？

曲格平：我们现在主要是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治污，就
是对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限
时、停业或者关闭。可是企业也
有对付办法，这个排污口关了，
还有通往地下的另一个隐蔽排
污口。其次就是政府进行环保
宣传、说服和教育等，这种方式
没有刚性约束，主要看企业的
自觉性，效果堪忧。

改革开放不久中央

就提出转方式

齐鲁晚报：指望企业自觉
肯定不行，那您认为现在治理
雾霾最大的阻力和瓶颈在哪
里？

曲格平：主要在于政府，企
业不可能主动去保护和治理环
境，但光靠政府说教也不行，政
府必须履行其责任，通过规章
制度和严格的措施来约束和控
制企业排污行为，否则根本没
用。

齐鲁晚报：还有没有其他
原因？

曲格平：改革既得利益集
团也是治理雾霾的一大关键。
但是实在是太难了。

齐鲁晚报：为什么这样说？
曲格平：改革开放不久，中

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这些年进展并不大。因为现在
改革权掌握在既得利益集团的
手里，很多重点大型企业都在他
们的利益范围之内。要是改的
话，钱就不能往自己腰包里装
了，得拿出来治理环境，谁愿意
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
得不到解决的实质问题。

齐鲁晚报：割谁的肉谁心

疼。
曲格平：只要牵扯到自身

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
要难。再说各级政府眼里只有
GDP，它们和企业都不愿损失
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

齐鲁晚报：面对既得利益
集团，我们该怎么办？

曲格平：想要改变环境污
染的现状，决心、勇气、办法和
措施，一样都不能少，改革必须
要动真格了，向既得利益者开
刀，政府必须履行其应尽的责
任。

齐鲁晚报：您看到政府的
决心了吗？

曲格平：3月13日，在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
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对
日益恶化的环境，一个崭新而
又铿锵的提法就是，要“铁腕治
污”加“铁规治污”。只要政府下
定决心动真格，把环境保护和
治污工作放在首位，提到“不消
除环境污染，也要亡党亡国”的
高度，我想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了。

“最缺少法治，尤其

是严厉的执行”

齐鲁晚报：您认为我国当
下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最缺少
什么？

曲格平：我一直认为，最缺
少的是法治，尤其是严厉的执
行。其实我们不缺好的方针政
策，我们一直是“领先的方针，
脱节的实践”，但一到执行，就
完了。

齐鲁晚报：那您说的法治，
具体怎么理解？

曲格平：第一要有法律，第
二要有执行机构。谁要是违背
了这些法律和规定，执行机构
就有权力去严厉整治。一些国
家的环保部腰杆特别硬，背后
有法律的强力支撑，中国却截
然不同。

齐鲁晚报：您觉得我国现
在的环保法治环境如何？

曲格平：我曾提倡把环保
的法治作为中国法律的一个突
破口。其实，我国的法律不算
多，也不算少，几百部法律，环
境方面就接近30部。

齐鲁晚报：法律不少，为什
么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曲格平：一方面，环保法规
定得过于笼统，缺少一定的量
化和细化，原则性不强；第二，
全国普遍不太重视，认识不到
位，说到做不到；第三，一些政
府部门执行不力，遇事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齐鲁晚报：我们要想打赢
雾霾这场战役，应该怎么做？

曲格平：第一、要把中央的
规定落到实处，最根本的就是
法治，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白说。

第二，政府目标一定要具
体。根据国务院去年9月出台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
2017年，每年要采取什么措施，
达到什么标准，都得计算出来，
然后仔细研究，不能光靠一把
手说了算。

第三、全民监督，比如监督
私营工厂。现在大企业一被曝
光，股价立刻下跌，公众要是觉
醒了，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第四、保护环境要从自身
做起。尽量少开车、多些绿色出
行。全民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
的大潮中来。

（下转A05版）

在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每一段历史都有它难以替代的独特性。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有人居庙堂之高弄
潮在风口浪尖，也有人处江湖之远默默辛勤耕耘。无论荣辱浮沉，他们用个性为时代提供注脚，像一面镜子
折射着社会的另一面。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符号人物”专栏，走进这些人物，还原他们身上承载的历史变迁，寻找他们为这个时
代留下的改革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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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不消除环境污染，不保护好
生态环境，也要亡党亡国。”这是曲格平去年说过的一句
话，时隔一年，言犹在耳。

可雾霾的蔓延、环境的恶化仍在继续。“1/6的国土面
积都遭遇灰霾天的严重侵袭。”说这话时，84岁的曲格平表
情无奈，他不停地喝水，甚至差点被呛到。这些年，他几乎
辞掉了所有的社会职务，却无法停止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人要做点事，否则自己老了，回顾这一生会感到活得
没价值。人也要敢于说真话，否则将来的问题会更严重。”

3月19日，这位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曾担任国家环
保局首任局长、山东老乡曲格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齐鲁
晚报》专访。这位老人表示中国的环境问题“太多、太大”，
而“硬法”——— 法治，尤其是严厉的执行，才是对付雾霾的
根本“良方”。

本报见习记者 张红光 深度记者 郑雷

19日，曾经环境优美的水乡绍兴也难逃雾霾侵袭。 东方IC供图

19日，曲格平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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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7700万万美美元元奖奖金金都都给给家家乡乡做做好好事事
捐建小学成了肥城最好小学之一，还在母校山大设了奖学金

3月19日，记者来到曲格平在北京的家中。当天上午的北京是中轻度雾霾，阳光并不浓烈，零零
星星洒进屋里，落在客厅内靠近阳台的两排书架上。曲格平家中摆设很简单，最多的就是书。

在采访的前一天，曲格平因为身体不好，在医院做检查，他接到记者电话后，很激动：“我这身
体，即使拒绝别的客人，也不能拒绝我老乡啊。”

“2050年达到西方治理水

平，就不错了”

齐鲁晚报：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
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人把它
称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第一个“五年
规划”，您怎么看？

曲格平：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治理
大气污染的行动计划，在新中国环保史
上来说应该是第一次。这足以看出中央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决心。这个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确立的具体目标是到
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
天数逐年提高。

齐鲁晚报：这五年是不是很关键？
曲格平：这是迈出的第一步，很关

键。这一步我们要是迈不出去或迈不
好，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环境和雾霾没
什么希望了。

齐鲁晚报：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大
不大？

曲格平：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
个目标定得有点低了，我反驳说，就现
在而言，其实已经是很高了，到时能完
成这个目标，已经相当不错了。

齐鲁晚报：抛开这些数字，要是通
俗点说的话，要让老百姓天天能看到蓝
天白云，得等到什么时候？

曲格平：完成2017年的目标，只是
我们环境治理迈出的第一步，是非常重
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再过5年，也就是到
2022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候，随
着技术的进步和新设备的更新换代，一
些企业的污染会明显减少，甚至污染物
的曲线有可能会减缓或者下降。

再过5年，到2027年，不过基本把希
望定位在2030年，环境保护会看到成
效，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行业会得到有
效遏制，环境保护会向更好的方向转
变。

再过10年，到2040年，可能会出现
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就算到2050年，要
是能达到西方治理环境的水平，那也是
相当不错的，中国太复杂了。

“治雾霾不是拖经济后

腿，而是机遇”

齐鲁晚报：有种说法，说中国要想
根治雾霾，必须经济发展倒退几个点，
您怎么看？

曲格平：有些人有这个担忧，但我
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一般都是执政
的领导者。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并且投入不需要那么大。有经济学家计
算过，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环
保投入占到GDP的5%，都几乎不会有
什么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根治雾霾
不会拖经济的后腿。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当下的环保
投入多少比较合适？

曲格平：专家计算过，就当下的情
况，要完成国务院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
计划的目标，现在应该投入GDP的2%-
2 . 5%，低于GDP的2%是不可能完成
2017年目标的。这些都是公开科学计算
出来的。但实际情况是，现在地方环保
投入一般只占GDP的1 . 5%左右，高一
些的能占到2%，但几乎很少。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您认为治理
雾霾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曲格平：我倒是认为，治理雾霾恰
恰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机遇。现
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过去落后、陈旧
的生产设备，高消耗、低产能、高污染的
粗放生产方式，早已不适合现在经济发
展的要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我们现在应该把高消耗、落后的生产设
备逐步淘汰掉，为低效能、高产出、低污
染的新技术、新设备腾出空间。

解决雾霾是需要一个过程，根本不
是一两天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治理环境，告别雾霾，任重而道远。但不
管怎样，碧水蓝天，我们一定要实现。

（上接A04版）

为家乡的79棵树求情

1930年，曲格平出生在
如今的山东省肥城市桃源
镇东里村。家境贫寒，曲先
生是兄弟姐妹六人中唯一
上过学的。这里是孔孟之
乡，所以他从小就信奉讲信
义、待人忠厚，小时候自家
吃不上饭，村里人接济一
点，也是经常的事情。

东里村挨着北山，山上
有古代修建的山寨，在年轻
的曲格平看来，寨墙像八达
岭长城一样雄伟；山寨中央
的山峰上，有座香烟缭绕的

玉皇阁庙，山寨南坡下，有
汉代柏树林，其间有座孔子
庙，叫做晒书城。传说当年
孔子路过山下时遇雨湿了
书，在那里晒过书。

小时候的曲格平经常
和伙伴们在柏树后面捉迷
藏，整天在庙里玩，这里存
下了老人的美好童年记忆。

3月19日，在北京的家
中，曲格平向记者回忆起这
些时，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不过，回忆也有痛苦的
时候，晒书城的汉代柏树一

共有79棵，在其他地方，曲
格平都没有见过这么雄伟
的柏树林。上世纪80年代，
附近修铁路，相关方面要砍
柏树做枕木。曲格平听说
了，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
话求情，最后柏树还是被砍
光了。

后来有专家告诉他，柏
树不适合做枕木。他回答，
就算不做枕木，遇见其他的
事情，这些树也会被砍光。
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他都
会掉眼泪。

“当了大官”，给村里建了一所学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
为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曲
格平得了很多奖，其中几个
国际奖项的奖金一共有70
万美元。为家乡做贡献的机
会来了。

当时有人劝他，拿这些
钱买点房子，一万美元，就
能在北京买个很阔气的宅
院。他回答，我不能自己花
这个钱，我想做公益。

他问村子里，你们需要
我做点什么事？村里乡亲讨
论了很久，回答说，你当了大

官给建个图书室吧，十平方
米就行，最好能二十平方米。

曲格平找到了北京一
所设计院的朋友，设计了
600平方米的图书室，想放
到村子的学校里。

村里和镇上的干部都
很为难，学校太小，放不下
这么大的图书室。跟曲格平
商量时，曲格平说，那就正
好把村里的旧学校扩建一
下，把图书室放里面。

最后，镇上征求他的意
见，说镇上要建一所中心小

学。能不能把这所中心小学
建到东里村，就在晒书城前
面，由他来解决资金，小学
和图书馆一起建了。

听到这个建议，曲格平
在电话另一头高兴地跳了
起来。2009年，先建立的图
书室和后建立的小学全部
完工。当初征求小学名字
时，镇里建议叫“曲格平小
学”。曲格平说，如果叫这
个名字，我可就不出钱建
学校了。最后学校定名“晒
书城小学”。

朋友说“原来你不是贪官”

在学校建成典礼上，曲
格平特别感谢乡亲们对于
建学校的支持。需要征地建
学校时，村里人说随便怎么
划都行，因为是我们自己的
孩子去上学，这是天大的好
事儿。

为了建设晒书城小学，
大部分投入基金会的国际
奖金花完了，曲格平又从家
里拿钱投进去，再去四处求
人拉赞助。

谈起晒书城小学，曲老
先生一直用较快的语速，84
岁的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

他很得意地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晒书城小学投入使用
后，自己要求要配备电脑教
学。配备了60台电脑的晒书
城小学，也成了肥城第一家
有计算机课的学校。如今晒
书城小学，是肥城最好的小
学之一。

曲格平曾利用联合国
环境大奖的10万美元奖金，
推动成立了中华环保基金
会，随后成立曲格平奖学
金。奖学金设在了他的母校
山东大学，及中国环境管理
干部学院，每位获奖学生奖

励5000元。
70万美元奖金，曲格平

没有留给家人一分钱。除此
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联系
朋友，重修了家乡遭到破坏
的玉皇阁和晒书院。

曲格平告诉我们，有一
次，他和一位副总理级老朋
友吃饭时，对方问，你工资
还没我高，哪里来的钱建学
校呢？

曲格平把资金来源跟
他讲了，老朋友开心大笑，
说，我的担心总算没有了，
原来你不是个贪官。

曲格平1930年6月生于山
东肥城。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
担任保定胶片厂副厂长，化学
工业部处长，国务院计划起草
小组处长。教授，世界著名环境
科学专家，现任全国人大常务
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
长，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名
誉院长。

曲格平是中国环境保护事
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也是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
20世纪70年代，曲格平第一次
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来
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
起，这才有了人们后来熟悉的

“环保”二字。
此外，在环保界，曲格平成

就了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常
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
表，第一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
长。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
体系，心目中最大的使命，就是

“让自然有法保护”。他被外界
称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
的环境保护之父”。

环保之父曲格平

延伸阅读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见习记者 张红光

肥城市桃源镇晒书城小学电脑教室建成后，曲格平前来察看。（资料片）

年轻时期的曲格平。（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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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格平听说要砍家乡的老树，给当时的市委县委打电话求情，最后柏树还
是被砍光了。之后一想起这些古树，他都会掉眼泪。

给家乡修完小学征求名字时，镇里建议叫“曲格平小学”。曲格平说，如果
叫这个名字，我可就不出钱建学校了。

一位老朋友吃饭时问他，你工资还没我高，哪里来的钱建学校呢？曲格平把
资金来源跟他讲了，老朋友开心大笑，说原来你不是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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