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４９６ ６４０９８379

Ｅ－ｍａｉｌ押ｑｉｎｇｄｉａｏ＠ｃｙｄ．ｎｅｔ．ｃｎ 青年调查 7２０１1年8月25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马明洁 黄 冲

点评整理 肖舒楠

网友热议“草根英雄”

别让人际温暖
成为稀缺资源

“这个女孩当时肯定没想太多，只是
出于爱的本能。我们都有过这种时刻，但
因为各种原因， 很难通过行动去表达。”
新浪微博网友“圆满心灵”，在看到一个
名为“最美苏州女孩”的帖子后，坦言自
己“泪流满面”，“我决定，以后这种情境
再出现时，不再犹豫。”

该帖上传了一组照片， 记录不久前
的苏州街头， 一名花季少女在暴雨中为
残疾乞丐撑伞的全过程， 引发众多网友
讨论。 一名新浪网友留言：“如此美的帖
子不转就对不起自己了。” 还有网友说：
“遇见这样的女孩儿，就娶了她，一定会
幸福一辈子。”

近来，一大批像“最美苏州女孩”这
样的“草根英雄”的故事，正通过互联网
广泛传播，构成令人叹为观止的“爱心谱
系”———“最美妈妈” 吴菊萍勇救高空下
坠的女童导致手臂骨折，“最美奶奶”柴
小女奋力救起落水孩子不幸牺牲 ，“送
水哥 ”3年坚持给农民工免费送水，“板
凳妈妈”许月华37年带大138个孤儿……

一名新华网网友说， 其实我们身边
的“草根英雄”无处不在，这说明我们社
会的道德之光并没有被一些阴暗的东西

所掩盖。
不少网民还开始争相“晒温暖”：
“昨天，在二一九公园，一个小伙子

下湖游泳，扑腾几下就不见了。鞍山三名
游泳爱好者马上向溺水小伙游去， 将其
捞出。 有个人还嘴对嘴地把溺水小伙口
腔里的黑泥吸出来。看来，这个社会还有
希望！”新华网网友“关山西口”留言。

“看到一则报道说，温州火车站派出
所向‘7·23动车事故’中的10位‘草根英
雄’提供了便利服务，两位‘草根英雄’婉
拒好意，说：‘我不用回报，无论谁碰到这
样的情况， 都会去救人的。’” 新浪网友
“麦乐sina”说。

网易网友 “爱尚de” 留言， 从 “苏
州最美女孩 ” 到 “最美妈妈 ” ， 再到
“最美奶奶”， 说明我们主流的审美观还
没有完全扭曲。 “外表光鲜亮丽的明星
佳丽们， 虽然令人赏心悦目， 但真正能
让大家内心一颤，打心底觉得温暖的美，
是这种平凡、 不张扬中散发出的爱人之
心。”

但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也提出，大
家对“草根英雄”的这种热情关注，恰恰
说明，这样的温暖一方面为大众所急需，
另一方面也正成为人际交往中的 “稀缺
资源”。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
自己渴望这种催人向上、 温暖人心的力
量，而不是只顾自己合适。

新浪网友“齐田3”则认为，光有口头
上的感动和鼓励还远远不够。“被网友们
关注到的温暖， 毕竟还是少数。 关键在
于， 我们的社会机制要能保护和发扬这
种温暖的力量， 让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
不断延续、传递。如今，我们听说或见过
太多见义勇为却被反咬一口、 拾金不昧
却被怀疑作秀的事件了， 这是整个社会
的悲哀。 我们社会应该加大力度保护和
奖励善行，别让好人流血又流泪。也只有
这样，大家才能都愿意去做好人。”“齐田
3”说。

斥巨资打造的文化产品为何不对青年胃口
专家提出，我们急需创新文化产品的形式和内容，让年轻人更乐于为文化买单

韩 妹

近年来， 很多博物馆、 美术馆、 图书
馆已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 上海社会调查
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朱易安教授主持

的课题组， 近日发布的 《上海白领文化需
求调研报告》 却显示， 五成白领从不去图
书馆 、 博物馆 ， 近七成白领从不去纪念
馆、 美术馆和文化馆。

为什么不去这些地方？ 回答 “没有时
间” 的人最多， 比例为62%， 其次是 “不
感兴趣 ”， 比例为34%。 报告的执笔人 、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来丰说， 如今年轻人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加班是家常便饭， 他
们的文化消费时间势必被挤压。

来丰还指出， 现在一些音乐会、 歌舞
剧等， 价格太昂贵， 票价动辄占到月工资
的1/10甚至1/5， 也不利于年轻人去欣赏。
调查中， 当被问及对电影、 戏剧、 音乐会
等文化活动的建议， 44%的白领回答 “希
望花费平民化”， 这反映出当前文化演出
的票价依然偏高。

参观博物馆、 美术馆， 没时间； 看话
剧、 听音乐会， 又太贵。 家门口的文化活
动方便又不要钱， 年轻人的参与程度又如
何呢？ 2005、 2006两年， 上海先后出资11
亿余元， 建造了50个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
心。 到2010年， 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已
基本覆盖全上海。 但 《上海白领文化需求
调研报告》 却发现， 38%的白领不知道有
社区公共文化中心， 68%的受访者从未去
过。

来丰分析， 社区公共文化中心提供的
仍是传统文化产品， 这种内容和形式已很

难吸引年轻人。 他在调研中发现， 在社区
文化中心活动的几乎都是老年人， 他们在
那里唱越剧、 沪剧， 年轻人都难以参与。
现在年轻人太忙， 生活状态不稳定， 对传
统文化的东西很难感兴趣。

尽管如此， 年轻人依然有着旺盛的文
化消费需求。 据 《半岛都市报》 2010年11
月6日报道， 在青岛， 越来越多的白领会
在工作之余， 参加个性化的培训班， 增强
自己的文化 “软实力 ”。 K歌 、 魔术 、 葫
芦丝 、 萨克斯 、 形体等培训班都很受欢
迎。 与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相比， 这些新
兴的文化消费方式更能体现出年轻人的消

费个性。
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观

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 在2010年6月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 现在有很多年轻
人是喜欢去博物馆的 ， 关键的问题是博
物馆自己怎么去办 ， 怎么完整有效地传
达文化 。 很多年轻人酷爱我们的文化 ，
但过去传达的方式不好， 他们就会抵触。

如果你换一种方式， 以流畅 、 通达的方
式向公众传达文化， 就会吸引很多年轻人
来。

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建议， 随着社会
的发展， 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 文化品位
也在不断变化 。 现在的文化产品尽管投
入巨大， 却因为缺乏对青年审美口味和
消费心理的充分认识 ， 很少利用现代化
手段进行形象展示和互动 ， 当然不能吸
引和影响年轻人 。 投入再大 ， 也只能事
倍功半。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曾表示， 美术
馆、 博物馆的发展， 如果仅仅建立在免费
上， 肯定是不够的， 应当逐步培养社会公
众走进美术馆参观的文化习惯。 免费开放
仅仅是开头， 重要的是通过此举提高全民
素质。

此外， 针对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生活节
奏快、 没钱没时间的情况， 加强社区公共
文化活动，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北京
南三环某小区居民小周说： “大家其实挺

愿意参加这些活动的。 但现在的社区活动
形式太单一、 太没劲了。 如果社区能举办
球赛、 K歌、 沙龙等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
的活动， 而且将活动时间安排在周末， 参
加的年轻人肯定会很多。”

据 《青年报》 报道， 上海徐家汇社区
文化中心在2009年， 开办了 “左右手” 话
剧研习社， 每月固定邀请有一定水准的艺
术团体来活动中心演出， 让人们免费享受
一道道 “文化大餐”。 两年来， 话剧社受
到了年轻人的热捧。 2010年共演出11场，
参与3114人次。 每场演出， 能够容纳300
人的剧场都几近爆满。

除了话剧社， 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还
定期举办亲民音乐会和一年一度的白领文

化节 。 今年他们还计划举办 “美食狂欢
节”， 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社区。

据 《文汇报》 报道， 在上海打浦桥街
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每周六都有一群白
领聚到一起研读国学、 弹古琴、 学书法、
体验茶道， 他们都是 “竹林文化” 社团的

成员。 2009年年底， 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腾出500平方米空间开辟了 “青年
阁 ”， “竹林文化” 是入驻的4个社团之
一 。 仅去年一年 ， “青年阁 ” 就吸引了
14053人次参加各种活动。

小周建议，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还要加
强文化信息服务的工作。 比如， 发布博物
馆、 图书馆、 话剧、 电影等的最新信息，
信息不仅要张贴在布告栏上， 还要发布在
小区论坛里， 方便年轻人了解。 小区图书
室也要增加年轻人喜欢看的、 有利于他们
生活和工作的书， 提供更舒适和时尚的借
阅环境。

“我们急需创新文化产品的形式和内
容， 让年轻人更乐于为文化买单。” 来丰
说， 在数字化文化消费越来越流行的情况
下， 如何开发出健康向上又有吸引力的文
化产品， 引导公民的主流价值观， 已是刻
不容缓的任务。 政府的文化产业和公共服
务政策也应顺应这种趋势， 满足都市主流
群体的需求。

曲靖铬渣污染事故反映企业极缺社会责任感
———访铬渣治理专家、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曾光

本报记者 向 楠

实 习 生 蒋婷婷

近日， 云南省曲靖市发生铬渣污染事
件 ，震惊全国。据央视等媒体报道，今年6
月， 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5000
多吨剧毒工业废料铬渣， 被司机非法丢弃
在当地水库中， 对附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珠江源头南盘江水质也存
在被铬渣污染的危险。另据中新社披露，除
了这批被非法倾倒的5000多吨铬渣， 在陆
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后门处， 还有一处总
量达28.84万吨的露天铬渣堆，距南盘江仅
一条土路之隔。

据了解，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故并非
个案。 目前我国很多省份都存放着动辄几
万、几十万吨的露天铬渣堆，不少铬渣堆位
于大江大河旁边。 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些铬
渣，防止铬渣污染事故的再次出现，成为全
社会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日前，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铬渣污染的
危害性、如何清洁处理铬渣、保护水土资源
安全等问题， 专访了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曾光。 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
内领先的铬渣无害化处理企业。 就在接受
记者采访前， 曾光刚刚与前来咨询的云南
曲靖有关人员， 就堆放铬渣的后续处理问
题进行了沟通。

六价铬具有极强腐蚀性，
会对人体机能造成严重损害

中国青年报： 铬渣是一种什么样的物
质？

曾光： 铬渣主要是指在生产铬盐过程
中产生的工业废渣。 它含有易溶于水的剧
毒物质六价铬化合物， 随着雨水冲刷或地
下水浸沥， 会对周边环境及水域造成严重
污染。人体、动植物接触后可发生中毒、病
变等严重后果。

中国青年报： 铬渣露天堆放会对周边
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污染多长时间才能消
退？

曾光：首先，露天堆放铬渣如果遇到雨
雪天气或洪水， 所含的六价铬就会被溶出，
可能流入河流、湖泊，或者渗入到地下水中，
给周围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其次，铬渣长时
间堆放后，六价铬也会侵入周边土壤，对土
壤造成重度污染。如果铬渣中的六价铬渗入
到周边建筑物，就会改变砖瓦等建筑材料的
内部结构，使其变得酥软，一推就倒。

铬渣中的六价铬化合物， 在自然状况
下很难自行降解。 只能靠大自然长时间的
无限稀释，六价铬污染才会慢慢消退。

中国青年报： 铬渣的污染半径有多
大？

曾光： 对于土壤污染而言， 它的污染
半径可达数公里； 对于水污染而言， 污染
半径的大小要视当地的降雨量和与水源地

的距离而定。 如果当地降雨量较大， 污染
范围也很容易扩大， 反之， 污染范围则会
比较小。 所以， 对于露天堆放的铬渣， 一
定要做好覆盖和防渗处理， 这样能有效缩
小污染范围。

中国青年报： 铬渣污染会对人体产生
哪些危害？

曾光： 铬化合物在美国环保局优先污
染物（指一些毒性强、难降解、残留时间长、
在环境中分布广的污染物———编者注）名
单中排名第六，是117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
重度污染物之一。铬渣中的六价铬，是一种
典型的吸入性或吞入性剧毒物质， 具有极
强腐蚀性，会对人体机能造成严重损害，六
价铬还具有很强的致突变特性， 会对人体
产生致癌危险。

一般来说， 人们可能从以下几个途径
接触到六价铬：首先是皮肤接触，会导致皮
肤溃烂， 如果皮肤表面有伤口， 六价铬还
会通过伤口侵入人体体内； 其次， 饮用受
铬渣污染的水， 会导致中毒， 对人体造成
直接伤害； 第三， 铬渣对土壤、 水源造成
污染后， 其中的有害物质最终会富集到农
作物、 家禽或水产品中， 通过食物链进入
人体；第四，在大风扬尘天气，铬渣中的有
害物质还可能随风扩散， 人们有吸入有毒
物质的危险。

全国铬渣堆存的统计数据

最新只到2005年

中国青年报： 我国每年大约会产生多
少铬渣？

曾光： 我国生产铬盐的工艺主要有无
钙焙烧和有钙焙烧两种，有钙焙烧生产1吨
铬盐平均会产生2.5吨左右铬渣，无钙焙烧
生产1吨铬盐平均会产生1吨左右铬渣。近
几年我国铬盐年产量在30万吨左右， 按照
这个比例推算， 每年产出的铬渣大约就有
50万~70万吨。

中国青年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铬渣
堆存是什么样的状况？

曾光：关于全国铬渣堆存的统计数据，
最新的也只到2005年。 据国家环保部门统
计， 当时全国有分布在19个省市的40个铬
渣堆存点，共计堆存铬渣410多万吨。其中
一些堆存点的铬渣存量高达40多万吨，部
分铬渣堆存点位于大江大河边或人口密集

的市区等环境敏感地区。
中国青年报： 这些铬渣堆存点都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了吗？
曾光：据我了解，早期基本都没有采取

相应的堆放防护措施， 多数铬渣都是露天
堆放。

中国青年报：怎么会这样？国家没有相
关规定吗？

曾光：铬渣属于剧毒工业废料，国家对
它的存放、运输、处理、防护都有非常严格
的规定。2005年，发改委和国家环保总局联
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对全
国铬渣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时
间安排等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国家环
保总局又于2007年发布 《铬渣污染治理环
境保护规范（暂行）》，对铬渣的堆放、挖掘、
包装、储存、解毒、综合利用等问题做出了
详细规定。

中国青年报：既然早有明文规定，怎么
还会发生像云南曲靖这样极其恶劣的事故？

曾光：不论是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还
是各级政府，在防治铬污染上的态度都很明
确。之所以还会发生像云南曲靖这种性质极
其恶劣的事故，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企业极其
缺乏社会责任感， 对铬渣处理程序控制不
严，有时甚至为了节约成本，对铬渣处理过
程能简就简。例如这次云南曲靖事故，司机
在将铬渣运走后， 企业根本没有后续监控，
才导致司机将剧毒铬渣随意倾倒。

另外， 很多企业不愿承担处理铬渣的
责任，也与当前铬渣处理成本高有关。在欧
洲，由于他们的铬盐生产工艺相对先进，铬
盐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 再加上国家对企
业环保责任要求很严， 企业的环保投入普
遍较高。一般情况下，处理1吨铬渣的成本
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对于我国企业来讲，
1吨铬盐的市场价一般在16000~17000元 ，
利润空间也就3000~5000元， 这样一来，就
很难要求企业花上1000多元去进行铬渣治
理，企业也不愿意这样做。

采用循环经济思路，铬渣
可以变废为宝

中国青年报： 据说铬渣处理是一个世
界性的技术难题。

曾光： 当前世界上通行的铬渣处理方
法有三种：干法、湿法和生物法。

“干法”是指，在立窑或者回转窑（立窑
即窑筒体立置不转动， 回转窑即窑筒体略
带斜度卧置并能作回转运动———编者注）
中，通过高温还原的方法处理铬渣。现在来

看，这种处理方法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想
要完全处理好铬渣， 燃烧温度一般要求在
1200摄氏度以上，这个温度立窑很难实现，
回转窑虽能达到，但铬渣出窑时仍会有一部
分被氧化还原，处理结果不够理想。其次，用
干法处理铬渣， 需要建成相应的燃烧炉，一
个规模稍大的燃烧炉，建设、运营成本动辄
就要几千万，很不划算。 干法处理铬渣需要
以煤为燃料，几年前煤的价格普遍较低时，
这种处理办法还可行，现在煤价持续上涨，
导致干法处理铬渣的成本居高不下。

“生物法”是指，用生物菌种吸收铬渣
中的六价铬，将其转化为无毒的三价铬。这
种方法最大的缺点， 就是对处理环境的温
度和湿度要求非常严格，处理周期较长，处
理能力较小。

“湿法”处理铬渣，现在通行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被称为水溶法， 通过添加氯化钡
来处理铬渣。早在2006年，我国就有地方尝
试过这种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氯化
钡本身也是一种有毒元素， 可能带来新的
污染 。另一种做法被称为 “酸溶法 ”，我认
为，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铬渣处理效果最
好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用“酸溶法”处理铬渣的
优势何在？

曾光： 这种工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
个方面：首先，能处理所有铬盐行业产生的
含铬废料和废水；其次，它在酸性条件下对
水溶及酸溶的六价铬化合物进行还原解

毒，处理效果非常稳定；第三，在处理过程
中能回收有毒的六价铬化合物， 并将其作
为化工原料，可以节约成本；第四，可以就
地处理铬渣，机动性强，处理量大，能有效
防止二次污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
方法还能将铬渣变废为宝， 制成建材做到
循环利用。

中国青年报：用“酸溶法”处理铬渣的

成本会不会很高？
曾光：用“酸溶法”处理铬渣能有效回

收六价铬化合物， 六价铬化合物当前的市
场价格在每吨16000元左右，同时“酸溶法”
还可降低铬渣解毒原料的消耗，这样一来，
就大大降低了成本。 从我们正在青海进行
的铬渣处理项目来看，平均处理1吨铬渣的
成本在500元左右，最高不超过550元。

中国青年报：铬渣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曾光： 还是拿我们在青海做的铬渣处

理项目举例， 目前我们处理的9万吨铬渣
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进行再利用 ：第
一，用铬渣制砖。现在国家已禁止用黏土
制砖，制砖原料主要是页岩 。我们实践发
现，解毒后达标的铬渣完全可以作为黏土
的优质替代物， 而且不会产生再次污染。
第二，用铬渣制水泥。研究发现，含水量小
于8%的铬渣可以用来制作水泥，它的添加
量一般在5%~10%之间。第三，铬渣还可以
用来制作超细粉 （平均直径小于10微米的
细粉 ， 是一种重要的工业材料———编者

注）。现在，我们正和有关单位一起研发，从
铬渣中提取氧化镁。 氧化镁是一种重要的
耐火材料， 市场价为14000~15000元一吨。
如果成功， 将会把铬渣的循环利用提到一
个新的层次。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今后在铬渣
污染防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曾光：首先，企业应该承担起责任，严
肃、严谨、认真、科学地处理产生的铬渣。其
次，要进一步提高铬盐生产工艺，减少铬渣
排放量。在英国，已经能够实现生产1吨铬
盐只产生0.8吨铬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后，要采取适当方法
进行铬渣的后续治理， 要采用循环经济的
思路，将铬渣变废为宝，将铬盐行业从一个
污染行业变为一个清洁行业， 同时大幅降
低铬渣处理的成本。

提要

人体受铬污染的几个途径： 首先是皮肤接触， 会导致皮肤溃烂； 其
次， 饮用受铬渣污染的水会导致中毒； 第三， 铬渣对土壤、 水源造成污染
后， 其中的有害物质最终会富集到农作物、 家禽或水产品中， 通过食物链
进入人体； 第四， 在大风扬尘天气， 铬渣中的有害物质可能随风扩散， 人
们有吸入有毒物质的危险。

网友拍摄的 “最美苏州女孩”

在家门口、 公园和广场上看
一场露天电影， 丰富了上海青年
夏夜的文化生活。

杨 毅摄

曾光 ，
中环瑞彩科

技有限公司

总裁

表格来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编制的
《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 这是迄今为止公开的全国范围内铬渣堆存情况的
最新数据。 堆存的铬渣共涉及1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制图： 杨大昕

2007年， 河南， 由于受到长期堆放的铬渣污染， 铬渣附近的土壤表面已呈现
浅黄色， 砖墙已经斑驳不堪， 墙外的麦田也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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