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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可见的城市湿地

城市噪音看不见、摸不着，却让人备受困扰——

别 让 城 市 睡 在 噪 音 里

工地施工声扰人清梦、汽

车喇叭声无孔不入、高音喇叭

高亢的声音不时飘来⋯⋯噪

音污染已经成为重要的城市

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各种

噪音已经如影随形，无时无刻

不在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当我们更多地关注空气

污染、水污染等看得见摸得

着的污染时，也莫忽略这种

污染的危害。目前各个城市

纷纷加大监管力度，建立根

除噪音污染的长效机制，希

望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解决

噪音污染问题，给市民营造

安静的生活环境——

在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报告（2016）》中，贵阳市以均值 58.9
分贝成为全国最“吵”的省会城市。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既与当地近年
来大规模、高强度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有
关系，也受到市民不文明行为的影响。

据贵阳市生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市轨道交通、1.5环建设等城市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入施工高峰阶段，施
工强度加大，成为噪声污染的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在贵阳部分地区，施工车
辆24小时不停歇，重载卡车的马达声严重
影响沿线市民的休息。对于这种因为基础
设施建设而造成的噪音污染，绝大多数受
访市民表示能够理解和接受。但对于因市
民不文明行为造成的噪音污染，市民则希
望有关部门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这样的噪音污染有哪些呢？记者日
前走进贵阳市黔灵山公园，刺耳的噪音
迎面而来。公园入口处道路两旁，不少商
店使用音响、高音喇叭等设备，播放着快
节奏的歌曲以及各种促销信息。走进公
园内，也有好几组文艺爱好者伴随着高分
贝的音乐，或唱或跳，嘈杂难忍。记者使
用手机上的噪音测试软件随机进行测试，
最高音量已达 90分贝。

“常年不能有正常的午休。”家住黔灵
山公园旁边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即使把窗
户关得严严实实，仍然阻挡不住扑面而来
的噪音。

据记者调查，类似的情况在贵阳极为

普遍，商铺越集中的地方，越吵闹。附近
的居民也不堪其扰。

另一方面，驾驶员不文明的驾驶习惯
也是贵阳市噪音的来源之一。据记者了
解，贵阳驾驶员使用汽车喇叭的频率偏高，
每逢堵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还有部分驾
驶员在深夜路过居民区时都会鸣喇叭。

此外，贵阳市民还有在乔迁新居、结
婚出嫁时燃放鞭炮的习俗，由于燃放时间
大多在凌晨或者黎明时分，严重干扰了附
近市民休息。

贵阳市对噪音污染高度重视。早在
1997 年，贵阳市就制定了《贵阳市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规定》，对辖区内的噪音污染
防治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责任明确到具
体部门。各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
加大对企业噪声污染的管控力度，对穿过
城区的高架桥设置声屏障，对城区道路实
施“白改黑”；交警部门广泛开展“静音”行
动，减少汽车噪音污染；环保部门对于违
反相关规定的企业，进行了约谈，等等。

但总体而言，贵阳的噪音污染治理工
作与市民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我们将加大环境噪音整治力度，努
力为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贵
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贵阳市将通过管控
建筑工地，特别是对夜间施工的管理，加
强绿色文明施工管理，加强工业企业监
管，落实对经营性场所、临街商铺高音喇
叭的有效控制，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和时段
等举措，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型城市，不仅在城
市硬件上在向国际一流水平靠拢，在绿化、
交通、城市管理等软环境上也在持续优化，
比如对于噪音的治理，就逐步取得成效。

今年以来，上海居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过了一个“史上最安静的春节”。“今年
的春节‘静悄悄’，无论是除夕之夜，还是迎
财神的黎明，这是史上最安静的一个春节
⋯⋯”回忆今年过年的场景，不少上海市民
记忆犹新。今后，上海对春节期间的烟花
爆竹的管控也将持续下去，让“安静的春
节”成为常态。

在“安静的春节”之外，“安静的工地”
也在成为常态。今年上半年，上海诞生首
批 70 个“明星工地”。经施工单位申报，行
业协会和相关部门推荐，新闻媒体和市民
巡访团核查，在上海近 8000 个在建工程
项目中，中铝南方总部项目工程南楼、北楼
项 目 等 70 个 工 地 被 评 为 上 海“ 明 星 工
地”。这些“明星工地”不仅文明施工措施
过硬，而且施工中注重与周边居民、企事业
单位的协调沟通，相互帮助，做到施工不扰
民，成为文明施工的升级版。据上海建工
五建集团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地上
安装了专业的测评仪器，这种仪器叫做“无
组织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仪器利用摄像
头、噪音器、雨水传感器等手段，实时自动
采集施工现场的噪音、扬尘等数据，并直接
传输到环保部门的监测平台，一旦超过标
准数值，立即发出警报。

记者了解到，2013 年 3 月，《上海市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正式实施之后，
上海明确了公园等公共场所噪声、住宅小
区装修噪声等噪声污染认定标准问题，对
社会反响强烈的商店室内外使用音响设备
行为进行了规范，创设了住宅小区公用设
施噪声、车辆防盗报警装置噪声等相关污
染防治规定。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由上海市环
保局牵头，会同公安、规划、房屋管理、城管
执法等有关部门，落实了社会生活噪声管
理的具体措施，完善了社会生活噪声管理
的协同配合机制，强化社会生活噪声的源
头控制，形成了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

其次，上海环保部门也认识到，在纷繁
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矛
盾在所难免，那么，如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是化解社会生活噪声矛盾的重要内容。因
此，上海环保部门依据《办法》规定的相关
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和居民自治组织的调
解和协调功能，会同有关部门引导居住区
业委会制定包含噪声管理内容的业主规
约，对噪声矛盾突出的公园、公共绿地、广
场等特定公共场所，指导街道、乡镇制定因
地制宜的噪声控制规约。

第三，在强化管理的基础上，上海环保
部门还依据《办法》，强化执法监管工作。
上海市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各自
职责，加强对社会生活噪声的执法监管，特
别是经社区和居民自治组织调解无效的噪
声问题，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减少了社会
生活噪声污染源。

上海：系统营造安静的城市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贵阳：为何成为最“吵”城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近日，北京市三环路建成了市内第一

条环线公交专用道。运行后，有不少市民

抱怨说，三环路更堵了，开车更慢了，不少

人认为公交专用道是“添堵”之举。

的确，施划公交专用道之后，对社会车

辆而言，原先的三条车道变成了两条，这意

味着可用的道路资源减少了，自然会给使

用私家车出行的市民带来不便。不过，从

长远来看，改革带来的“阵痛”是必经阶段；

市民也需要更加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苦心，

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绿色出行。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

倾向于使用私家车作为交通工具。尽管城

市管理者一再出台限购、限行、提高停车收

费等措施，但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开车的热

情；公交出行的比例也一降再降。尽管特

大城市的交通已经拥堵到接近临界值的地

步，可人们还是宁可堵在路上，也不愿意放

弃使用私家车。

为什么人们一旦选择了小汽车，就再

也难回到公交车上？一方面，“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人们很难拒绝小汽车

舒适和便利的诱惑；另一方面，长期以

来，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严重滞后，公交车

存在等候时间长、乘坐体验差、“最后一

公里”难解决等诸多问题，让人们“想说

爱你不容易”。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私人交通工具并

不是出路。如果人人都想让自己在出行方

面的利益最大化，对于整个城市交通来说

将是一场灾难。这方面，国外已经走了很

大的弯路，经历了小汽车的无限膨胀之后，

最终回过头来才发现：限制使用私家车、发

展公共交通才是根本出路。

要想吸引人们重新回归到公共交通，

就要解决公交车通行效率不高、准点率低

等问题，施划公交专用道就是其中重要措

施之一。只有公交车专用道封闭成环、形

成体系，才能保障公交车一路畅通、提升运

行效率。北京三环路施划公交专用道后，

公交车在早高峰时明显提速，内环平均行

驶速度每小时 26.7 公里，提升了 13.7%；外

环平均行驶速度每小时 25.2 公里，提升了

12.8%。

道路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对现

有的城市交通格局作出调整，也必然会

触动利益。但我们要分清什么才是主流

和方向。前不久，深圳做了个试验，证

明公交车实际单车平均载客量约为小汽

车的 40 倍；在高峰期的路面上，小汽车

使用了 96%的路权只承担了六成客运量，

而公交车只用了 4%的路权就承担了四成

的客运量。这充分说明，发展公共交通

才是解决之道，才能让更多人的出行权

益得到保障。

当然，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都还存

在改进的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下力气完

善。治堵过程中，出现种种不理解甚至反

对的声音也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应有耐

心和信心，一方面继续坚定地大力发展公

共交通，让绿色出行之路越走越宽；一方面

以科学态度，不断吸收合理化建议，把工作

做好，争取更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请给公交专用道多一点理解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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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等问题

云南昆明大观公园因其高原湿地的特点，每

年都吸引大批红嘴鸥前来过冬。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对净化水质、调节
气候、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近年来，为保护城市湿地，全国各大城市纷
纷建起了湿地公园，它们多建于城中或城市边缘，
具有便捷性、游赏性、康健性和教育性等特点，不
仅是市民高品质的游憩场所，也是生态城市建设
的重要举措。

贵州花溪国家湿地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为各种生物营造了安全的觅

食、栖息、繁殖场所。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山东临沂市沭河二滩城市湿地公园景观优

美，植物资源相对丰富，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不知从何时起，不

少城市为防止车辆乱停

乱放，开始在市内道路

两侧的人行道设置“阻

车桩”，或加装“防护栏”，有的地市还加高了“马路

牙子”。从实际效果看，的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然而，也有很多市民不但不“点赞”，还说此举

劳民伤财，不能不令人深思。

城市的相关职能部门从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的

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设置，的确可以收到良好效

果。但实际问题是，随着城市机动车拥有量的增

加，城市停车难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各地下大力

建设停车场，广大驾驶员也不想乱停乱放，但“僧

多粥少”的状况一直没能得到缓解。在此情况下，

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仅靠“堵”恐怕是不行。

因此，这些护栏装不装不能“一刀切”。对于

城市主干道及人流车流密集的商业街区等路段，

加装护栏的确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车辆乱行乱停，

保障行人安全。而对一些住宅小区密集的区域特

别是一些老旧小区，小区内没有停车位，小区大门

外的马路上，就不宜设置“阻车桩”或防护栏了。

可以在这里的非机动车道及马路两侧合理规划停

车位，采取低收费或不收费方式为附近居民提供

停车便利。 （河南郑州 郑文芝）

慎设“阻车桩”“防护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