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如何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幾年前，筆者對土壤污染就已經感觸

深刻，那是在南下出差的路上，看到一
股股泛着異味的黑水流入稻田無人問
津，頃刻對碗中的白米飯產生無限疑
慮。近日，帶着土壤污染的專題，記者
走訪了河北某些農村周邊田地，發現土
壤污染之嚴重更出乎意料。
作為環京津的華北平原，而今農業早

已不再是支柱產業。儘管隨着國家號召
和京津冀一體化不斷推進，河北省也在
強力推動去產能，對不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小鋼廠、水泥廠等污染嚴重企業嚴令
關停。但是，在廣袤的華北平原和縱橫
的太行山區，依然有很多看似「不起
眼」的小廠礦在「悄悄」污染着人們賴
以生存的黃土地。特別是在農村土地三
權（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的
情況下，農民們承包的土地被流轉，經
營權落到一些企業手中，而在收了企業
的流轉租金以後，這些深愛土地的農民
大多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了「過問」土地
的權力。

種田一年不如打工仨月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在不同村鎮隨機

問過十多個農民，他們的土地或者被企
業承包去建採石場，或者被政府低價收
走做了建築用地，或者被同村能人租走
建了養殖場。不管是流轉做何用，這些
農民面對的共同情況就是：自己曾經辛

勤耕種的良田，大多再也回不來了。
當然，其中也有農民表示，因為耕種

成本的不斷提高——種子、化肥、農藥
價格的上漲，導致他們一年辛苦種出的
莊稼，利潤微薄，雖然每年國家都有種
糧補助，但仍感覺「不如外出打工來的
合算」，甚至有農民表示「種田一年不
如外出打工仨月」。

「垃圾」圍田急需監管
走在滿是生活垃圾和建築垃圾的曾經

的「良田」裡，舉目四望，想着這裡曾
經也是麥浪連連，也曾碧波蕩漾，而今
卻是雜草叢生，臭氣熏天，心裡有種說
不出的味道。而這一堆堆垃圾裡，自然
會有數不清的廢舊電池、電子垃圾，更
不乏若干年都無法被土地「消化」的各
種塑料垃圾。
記得前陣子很火的一部紀錄片，描寫

被垃圾包圍的城市。然而，隨着社會的
飛速發展，垃圾已經從城市快速延伸到
了毫無防護措施的農村，並快速侵蝕着
農民們曾經朝夕相處的頃頃良田。而這
「垃圾之戰」在中國的東西南北都不缺
乏戰場，相對緊迫的是我們該如何應
對，如何保衛。

良田流轉難恢復
在河北一個農村，跟着一位年邁的爺

爺走在曾經的他家田地上。蹲在地頭一

塊石板上連抽了兩根捲菸後，老人說，
當初這家採石場要租地的時候，他怎麼
也不同意，後來村幹部帶着採石場的負
責人去家裡好幾次，說要他一定得支持
村裡的建設發展，並答應了老人兒子提
高租金。
老人說，再也沒什麼說的了，孩子們

都同意了，自己也沒了種田的力氣，只
能眼睜睜看着田地建了廠子，整天被污
水泡。採訪中，老人並沒有太多抱怨，
只是十分惋惜的不斷重複：「俺家這塊
兒地，在當年分地的時候是上上乘的
呢！」
看着老人用手扒拉開碎石，抓起一把

黃土遞到我跟前，眼神裡充滿了心酸，
竟然猛然躍起艾青的那兩句詩來：為什
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
愛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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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構成生態系統的基本環境要素，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

礎。「鎘大米」事件，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遷址「毒地」事件，以及最近

中央嚴厲通報的「祁連山生態環境」事件，無一不向人們敲響土壤污染的

警鐘。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以下簡稱

《草案》）通過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的分組審議，並向

全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作為中國首部土壤污染防治的專門法律，《草案》

一經公佈就引起廣泛關注，各界政協委員深入調查，提出了許多修改意

見，積極為推進土壤污染防治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擁有世界7%耕地面積的中國，土壤污染
形勢也十分嚴峻。因此，今年「中央

一號文件」強調「要推進農業清潔生產，深
入推進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開展有機肥替
代化肥試點，促進農業節本增效；開展重金
屬污染耕地修復，開展設施農業土壤改良，
增加土壤有機質」。
土壤保護事關食品安全、農產品質量和人
體健康，近年來，國家先後組織開展了多次
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制定實施了重金屬
綜合防治規劃，啟動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試
點示範等工作。全國政協和各界政協委員也
積極參與到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通過調
研、提案、座談等形式，為土壤污染防治建
言獻策。

全國政協調研促土壤保護
全國政協副主席劉曉峰去年就帶隊赴江

西、湖南等地調研「土壤污染防治與土地資
源保護」，並在調研基礎上向中央提出防治
土壤污染、保護土地資源的建議。
劉曉峰在調研時指出，應盡快出台土壤

污染防治法，建立健全土壤保護的法律體
系，突出立法的重點，注重多元控制，推動
企業守法，保障政府執法。堅持保護優先、
防治結合的理念，盡快開展重點區域的土壤
污染狀況調查，摸清土壤污染底數，建立土
壤資源保護示範區。
他說，要加強土壤污染風險防控和修復，

集中建立土壤污染的檔案管理。以保障食品
安全和人體健康為目標，健全土壤環境質量
監測和評價制度，重點解決污染土壤的風險
增長、整治和修復問題。

土壤污染治理需公眾更多參與
全國政協對土壤保護的積極關注，在一定

程度上促進了《草案》的出台。
在近日法律專家們就《草案》展開專題研

討時，許多專家指出，《草案》中應該包括
更多利益相關者，讓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到
標準的制定中來，有專家建議在章節結構
上，將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相關內容單獨組
成一章。
良好的土壤是糧食產量的重要基礎，對推

進工業現代化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舉足輕
重的戰略地位。劉曉峰亦強調，土壤污染整
治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積極參與，多元
共治，特別是要堅持「誰污染、誰治理；誰
受益、誰治理」的原則，通過立法，科學設
定違法成本，促進企業自覺守法，合理開展

修復工程，積極推動土壤修復的產業化、市
場化，加大環保力度。

讓土壤保護有法可依
防治土壤污染，直接關係到農產品質量安

全、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現階段，中國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
重，通過立法實施土壤污染分級分類防治，
對未受到污染的農用地土壤予以保護，對已
受到重金屬污染的土壤實施綜合治理，任務
已十分緊迫。
所有的環境要素都無法割裂，大氣污染、

水污染最後都要落到大地上。但土壤污染是
隱性的，沒有大氣、水污染那麼直觀，累積

性卻很強，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上，就更需
要系統專業的法律做支撐。而此次《草案》
的推出，將為接下來的土壤保護和污染防治
提供法律依據，同時也彰顯了中央政府依法
治國、依法執政的理念。
近日，「祁連山生態環境」事件引發社會

關注，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的通報措辭之嚴厲，在
中國環境保護史上並不多見。
從通報中「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

守」等措辭可以想見，面對可持續發展的迫
切需求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在
今後的國家治理中，中國政府對環境違法的
懲處將更加堅決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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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杭州市政
協副主席趙光育從2013年就開始關
注土壤污染，多次遞交提案呼籲政
府和社會各界加強土壤保護，並建
議將土壤保護納入各級政府和官員
政績考核機制，完善考核因素及權
重，將濕地保護、土壤質量的提
升、控制新增土壤污染、優先保護
耕地和飲用水水源地等列為主要的
考核指標。
保證食品安全，首先要保證土壤
安全。趙光育指出，隨着中國經濟
社會的高速發展，生活污染、農業
污染和工業污染交叉疊加，土壤污
染已相當嚴峻，治理土壤污染刻不
容緩。「土壤污染問題涉及到很多
職能部門，如環保、農業、國土資
源、礦產化工等工業部門以及財稅
部門。在我國現行行政體制中，還
存在着各部門職責交叉、界限不清
的問題。」
他指出，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
長期性特點，危害極大。很多發達
國家都建立了一套從管理制度到技

術規範都比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
法律體系，而中國目前還缺乏這方
面的專門性立法。土壤污染治理是
一項持久戰，將土壤污染治理列入
人大立法計劃只是邁出了第一步，
「立法之後的路更長」。
他建議，將土壤保護納入建立土
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目標責任
制，簽訂目標責任書，明確任務和
時間要求等，定期進行考核，各省
也應相應制定土壤污染預防與治理
的相關條例。
同時，政府職能部門要開展對企

業環境信用評價，按照規定的指
標、方法和程序，對企業遵守環保
法律法規、履行環保社會責任等方
面的實際表現進行環境信用評價。
並嚴格執法，向社會公開重污染企
業名單及其環境信息情況，加強社
會和輿論監督。
他說，土壤污染一旦發生往往很

難恢復，治理成本非常高，周期很
長，只有從嚴治理，從長計議，才
能取得成效。

周晉峰：社會組織參與立法非常必要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

近日組織專家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
染防治法（草案）》（以下簡稱《草
案》）展開研討，第九、十、十一屆全國
政協委員，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
展基金會秘書長周晉峰在研討會上表示，
社會組織和專家學者積極參與立法過程，
提出建設性意見非常必要。
他認為，新《環保法》中環境公益訴訟

這一個條目在社會組織特別是專家學者積
極參與下幾經修改並最後達成，是一個非
常了不起的案例，「說明社會組織專家學
者參與立法過程是可以的，首先法律是歡
迎的，第二是可以有作為的」。
在中國，環境問題越來越被政府和公眾

所重視，但重視度仍然遠遠不夠。他表
示，環境公益訴訟是組織社會力量，動員
社會組織參加到環境治理過程中，是依法

治國中一個偉大的策略，實施至今是第三
年，但截至現在全國環境公益訴訟還不足
50起。「全國成立了數百家環境法庭，
有大量的法官律師，而社會環境事件之多
與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數目之少，對比反
差巨大」。
他指出，環境公益訴訟促使社會公眾參

與不僅是穩定的大局，也是綠色發展的大
局，生態文明的大局，是很積極很正確
的，還需深入探討如何從制度上、環境上
更加放開。
周晉峰向記者表示，「祁連山事件」影
響深遠，對全國範圍內生態保護、環境保
護、綠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向有些企
業、地方過於關注經濟發展、就業等經濟
指標，置環境生態於不顧的情況，敲響了
警鐘。
他表示，環保僅靠政府監管還不夠，還

需要人民群眾和社會組織積極參與，提高
生態保護、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認識，
防患於未然。讓更多的企業、群眾、基層
政府認識到生態文明的重要性，認識到綠
色發展最重要，堅持自覺踐行，這樣發展
才能夠更有保障。

立法護土壤 政協建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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