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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施策维护综合施策维护好清洁安宁的居住环境好清洁安宁的居住环境

■金台视线R

在四川资阳市雁江区东峰镇高板桥水库，水质污染问

题很严重。水面浮着一层绿沫，还漂着一些死鱼，臭味刺鼻

（下图）。希望相关部门切实重视水库污染问题，采取有力

措施进行整治。

四川资阳市 邹先生

水库污染亟待整治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有助于在交

通事故发生时保护头部，降低安全风险。去年以来，公安交

管部门在全国推行“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增强群众佩

戴安全头盔、使用安全带的意识，产生了明显效果。不过在

一些地方，停在路边的共享电动车并没有配备头盔，市民又

不太可能随身携带，只好无盔骑行。这对骑乘人员来说是

一个安全隐患。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相关部门积极与共享电

动车运营企业沟通，为车辆配备安全性能好、防盗的“智能

头盔”。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共享电动车运营企

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为车辆配备安全头盔的同时，根据实

际损耗情况定期清理更换，确保使用安全。

福建建瓯市 程闻捷

安全头盔要配齐

笔者一位朋友从事视觉设计，长期对着电脑屏幕，眼

睛有时会感到不适。他在直播平台上看到一款洗眼液，

据说有缓解眼疲劳、抗菌消炎的功效，便下单购买。使用

一段时间后，眼睛变得更干涩。去医院咨询才知道，医院

洗眼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随意使用所谓的网红产品

自行洗眼，可能损害眼睛健康。

身体出现不适，应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咨询、就诊。

在选用号称具备医学功能的商品，尤其是药品时，不要轻

信商家的宣传，也不能盲目跟风、看热度，以免花了冤枉

钱，又伤害身体健康。

浙江宁波市 余 安

寻医问药莫跟风

■反馈R

本报读者来信版 10 月 11 日刊登《楼顶种菜影响环

境》一文，反映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白水塘小区有住户

在楼顶种菜、影响环境的情况。当天，五凤街道、鼓楼

区城管局、左海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来到现场协调处

理，对楼顶蔬菜、浇灌用粪水进行清理，并开展消杀、灭

鼠等工作。目前，楼顶已经恢复整洁（下图）。相关单

位对种菜居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督促社区物业加强

日常巡查、劝导，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白水塘小区居民

楼顶种菜已清理

编者按编者按：：深夜深夜，，隔壁高楼的霓虹灯亮如白昼隔壁高楼的霓虹灯亮如白昼，，周边居周边居

民无法安睡民无法安睡；；家中家中，，楼下餐馆浓浓的油烟味透窗而来楼下餐馆浓浓的油烟味透窗而来；；打打

算休息算休息，，施工机器的轰鸣声搅扰得人不得安宁……施工机器的轰鸣声搅扰得人不得安宁……随着随着

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快速发展，，灯灯光光、、噪声噪声、、油烟这些油烟这些污染成了一些污染成了一些居民居民

的烦心事的烦心事。。如何有效整治这些如何有效整治这些城市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维护好清维护好清

洁安宁的居住环境洁安宁的居住环境？？对此对此，，本报记者开展了调查本报记者开展了调查。。

最近，本报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餐饮

店排放的油烟成了附近居民的烦心事。“楼底

餐馆排放的油烟废气，让人不敢开窗。”内蒙

古赤峰市读者王浩说，“从早晨 6 点一直到晚

上 10 点，油烟排个不停，即使紧闭门窗，油烟

味还是会钻进房间，久久不散”。

有的餐馆开在住宅小区或商户底层，所

排出的油烟废气，长期以来都是市民投诉的

热点。有读者来信称，呛人的油烟加重了家

人的鼻炎、气管炎等病情，未经处理的油烟还

会熏黑路灯等公共设施，影响市容市貌。有

的居民还担心，油烟排放管道疏于清洁，可能

会产生消防隐患。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排放油烟

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

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有些餐馆并未按规定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或者由于油烟净化设施不合格或使用不规范

等问题，并未起到净化油烟的作用。

辽 宁 辽 阳 市 读 者 李 艳 提 到 ，根 据 技 术

规 范 ，经 油 烟 净 化 和 除 异 味 处 理 后 的 油 烟

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不应小

于 10 米，但对面楼栋临街的农家菜饭馆与

家中窗口距离不到 4 米。她多次向城管部

门和环保局投诉，得到回复是，该店安装了

净 化 处 理 器 ，按 规 定 可 以 排 放 。“可 是 餐 馆

的 排 烟 口 就 对 着 我 家 窗 户 ，根 本 不 敢 开

窗。”李艳说。

北京石景山区读者张先生也提到，小区

内部的便民市场入驻了几家餐饮摊位，白天

异味尚不明显，随着夜幕降临，浓烟渐起。店

家为了节约成本，将未经处理的废气直接排

放到了空中，周边的居民深受其害。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嵩表

示，受油烟污染困扰的居民可以拨打环保举

报电话 12369，向辖区环保部门投诉餐厅油

烟 扰 民 ，或 者 向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部 门 反 映 问

题。对于不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

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馆，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

依法查处。此外，对于权益遭受侵害的部分，

居民还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向餐馆不动产所有

人提起诉讼。

陈海嵩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并尽快出台

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细化油烟污染

排放数值，方便公众及执法部门以更加直观

的方式判定油烟排放是否达标。应坚持常态

化巡查，加大集中整治力度，针对城区餐饮单

位相对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日常巡查和集

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不定期抽查检查，

对未按要求安装和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

的餐饮门店，及时督促整改。

记者走访了北京一条知名美食街。几

年 前 ，这 里 曾 因 为 餐 馆 油 烟 管 道 未 及 时 清

理、油渍堆积而发生过火灾。经过近两年大

力整治，各部门定期巡查和长期监管，附近

大部分餐馆都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并

且聘请专人定时清洁油烟排气管道。餐馆

内所有灶台都直连排风管道，必须经过净化

才能排出。每台净化器上还有在线监测功

能，数据由环保管理部门直接掌握。通过建

立 完 整 的 油 烟 污 染 监 测 系 统 ，24 小 时 在 线

监控油烟是否达标，极大地提升了油烟污染

的监测能力。

（严艾雯参与采写）

读者建议——

加大力度治理餐馆油烟乱排问题
本报记者 向子丰

■百姓关注R

在密闭的房间里，8 名高中生围坐桌前，

跟随游戏主持人的引导进行分析推理，寻找

潜伏的“罪犯”……这是笔者在一家沉浸式剧

本推理游戏体验馆看到的场景。

近年来，主打逻辑推理的剧本推理游戏吸

引了一些年轻人参与。剧本推理游戏是一种

真人角色扮演游戏，多名玩家依据虚构剧本中

的“案情”与人物设定进行演绎，通过搜证、分

析和讨论，找出藏在玩家中间的“罪犯”。不

过，部分剧本推理游戏中潜藏着暴力、血腥等

剧情，让一些家长担心不已。

“我家孩子刚上初中，周末和几个同学相

约去玩剧本推理游戏，回家后感觉他有点害

怕，晚上睡觉还要开着灯。”浙江杭州市读者

吴女士说，一些剧本推理游戏所使用的剧本

充斥着恐怖、暴力，并不适合未成年人玩，“我

专门去店里了解了一下，发现不光剧本，店里

的场景布置也挺吓人的”。

刺 激 的 剧 本 内 容 、现 实 感 强 的 场 景 布

置、多角色换装体验，大大增强了剧本推理

游戏的沉浸感，也吸引了一些未成年人沉溺

其中。甚至有部分商家专门以暴力、恐怖、

色情等不良内容为噱头，将之穿插于游戏过

程中，令人担忧。

“除了大学生、上班族，也有不少中学生

趁着周末或节假日来我们店里玩。一次剧本

推理游戏要花五六个小时，长时间沉浸在这

种氛围中，对学生还是有明显影响的。”一家

剧本推理游戏体验馆负责人表示。

有读者来信建议，剧本推理游戏企业门店

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显著位

置张贴公告，提示未成年人少玩或者不玩。甘

肃兰州市读者曹先生建议，门店所使用的剧本

应当标明建议体验年龄，那些掺杂暴力、恐怖

情节的剧本要限制未成年人参与。

“沉浸式体验的剧本推理游戏可能会让

一些玩家陷入角色与故事情节太深，影响身

心健康。”北京读者王女士是一名心理咨询

师，“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剧本中过度恐

怖、暴力的情节与环境渲染容易让他们受到

惊吓，留下心理阴影甚至造成心理创伤。”

“剧本推理游戏还是个新事物，有关部门

尚未对其进行分类定性，亦未出台相关的法

律法规予以规范，缺乏监管与处罚依据。”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许泽玮表

示，要引导剧本推理游戏健康发展，应尽快完

善法律法规，通过成熟的行业准则对市场进

行监督管理，并在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版权保

护等方面进行规范。

许泽玮建议，应尽快出台包括年龄分级

制度在内的行业准则，积极引导商家与相关

工作室进行剧本作品自审与自律整改，鼓励

创作者多创作具有积极文化内核、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剧本。

比如，有的博物馆将历史文化知识融入

剧本中，推出了一些寓教于乐的剧本推理游

戏。长沙博物馆和湖南省茶叶博物馆在剧

情中添加了丰富的茶文化知识，洛阳博物馆

将 金 狮 串 饰 等 文 物 作 为 游 戏 中 的 关 键 线

索。玩家在体验故事、进行推理的同时，可

领略历史文化知识。

（张静旖参与采写）

警惕不良剧本推理游戏伤害未成年人
本报记者 史一棋

“小区楼下有家 KTV，晚上噪声很大，

影响附近居民休息。孩子每天早上 6 点多

就 得 起 床 ，可 是 晚 上 却 因 为 噪 声 很 难 睡

着。”近日，陕西读者郭先生来信反映，周边

居民深受噪声困扰，他和邻居投诉了一年

多，问题却迟迟没解决。

居民对噪声的投诉举报一直居高不

下。今年 8 月，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表

示，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国省辖县级

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环境、公安、住

建等部门合计受理环境噪声投诉举报约

201.8 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举报

最 多 ，占 53.7% ；建 筑 施 工 噪 声 次 之 ，占

34.2%；工业噪声占 8.4%；交通运输噪声占

3.7%。噪声污染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的闹

心事、烦心事。

噪声污染来源众多。各类商业、娱乐

活动，如果不注意控制，都可能成为社会生

活噪声的来源。浙江读者张先生说，他所

在的住宅楼一层有家餐厅，店里的油烟净

化器运转时噪声很大，往往持续到晚上 10
点多，吵得邻居们不得安宁。后来经过投

诉，相关部门督促餐厅加装隔音设备，这才

降低了噪声影响。

此外，一些群众在开展娱乐活动时也

会产生噪声，给附近居民带来困扰。吉林

读者李女士说，“小区旁边从早上 6 点到晚

上 9 点持续有人唱歌、甩鞭子、唱二人转、

跳广场舞，噪声非常大”。李女士认为，健

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值得提倡，但希望相关

部门加强引导，也希望参加活动的市民合

理选择场地，自觉控制音量。

还有读者反映，一些建筑工地为了赶

工期，夜间也不停工，开展混凝土浇筑、塔

吊作业等，机器的轰鸣声影响到居民休息，

多次投诉却没有效果。

噪声污染整治难在哪？西北大学法学

院教授王社坤认为，一段时间里，社会对环

境污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水污染、大气污

染方面，有些城市在布局和规划时对噪声

污染防治重视不足，这加大了从源头治理

噪声污染的难度，很多问题只能从事后补

救上想办法。

噪声污染整治的成效，关系到群众的

安宁和健康。“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加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首次将环境噪

声污染治理有关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

1997 年我国实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以来，噪声污染防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

化。一方面，公众环境意识提升，对声环

境品质有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新型噪

声源又不断出现。8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关于修订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涉及包括增

加污染防治对象、完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职责、加强源头防控、加强噪声分类管理、

强化社会共治、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

力度等多个方面。一些地方也出台条例，

明确了针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行政处

罚权。

王社坤认为，减少噪声污染需要做好

预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做好规划。对一

些公路、轨道交通沿线历史遗留的噪声污

染问题，除了做好噪声源治理，还要积极采

取 隔 声 带 建 设 、楼 面 改 造 等 受 体 防 护 措

施。这类工作只靠某一家单位难以有效实

施，需要有关部门牵头，协同一体推进。一

些噪声污染发生在特定社区，对此类噪声

污染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

作用，推动问题协商解决。

（人民网鄂智超、朱虹参与采写）

读者建议——

多措并举整治噪声污染
本报记者 沈童睿

四川成都市读者何女士近日来信反映，自

家小区外的酒店灯光太强，4 个霓虹灯大字从

晚上一直亮到凌晨，“灯光太亮，严重影响了周

边小区的居民休息。尤其是家里老人，每天被

灯光晃得睡不着”。

近年来，随着城市夜经济不断发展，夜间

照明越来越普遍，商业区的广告灯、霓虹灯闪

烁夺目，有些光束直冲云霄，如同白天一样。

此外，公共景观亮化照明工程在让城市夜晚

变得更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光

污染。越来越多的夜间灯光项目，让居民区

周边出现“人工白昼”，影响大家夜间休息。

专家表示，光污染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不

适，对人眼的角膜虹膜造成伤害，抑制视网膜

感光细胞功能发挥，引起视疲劳和视力下降，

“夜间光污染还会造成头昏心烦，甚至失眠、食

欲下降、情绪低落、乏力等症状”。

一段时间以来，本报收到多封读者来信，

建议有效控制城市夜间照明的亮度和时长，避

免影响居民休息。甘肃兰州市读者盛先生反

映，自己生活的区域有几座高楼在夜晚搞灯光

秀，“直到夜里 12 点，还有刺眼的灯光照进客

厅、卧室。”广东深圳市读者万先生也表示，自

家楼层较低，底商广告牌、LED 灯亮得时间太

久 ，而 且 刺 眼 ，这 种 情 况 已 经 持 续 了 很 长 时

间。浙江温州市读者王女士建议，深夜要降低

居民楼附近的照明设施亮度，晚上 10 点后不

应有强光闪烁。

目前，城市夜间照明主要有 3 种类型：一

是马路路灯等公共灯光，二是河湖、广场灯带

等景观灯，三是商家的招牌、广告灯箱等。前

两类都有明确的市政部门管理，第三类则基本

由业主自行管理。许多读者表示，遇到夜间光

污染问题不知道去哪里反映。

“如果是路灯照明造成困扰，可向市政管

理部门投诉。”北京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高毅表示，涉及景观灯可联系辖区

景观管理单位，涉及社会灯光则可拨打市容环

卫热线反映。不过，由于夜间光污染暂无相关

管理办法，目前环卫部门也只能以协调为主，

扰民方如果一直不配合调整，居民可以选择通

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

“我国相关行业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标

准，并逐步纳入国家标准管理执行范畴，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光污染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娄伟表示，《城市

夜景照明设计规范》明确了限制夜景照明的光

污染要求，以及各项光污染控制设计限值，包

括：夜景照明灯具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的最

大允许值、居住区和步行区夜景照明灯具眩光

限值等。针对广告与标识，要求除指示性、功

能性标识外，行政办公楼（区）、居民楼（区）、医

院病房楼（区）不宜设置广告照明。“应规范和

加强城市照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全过程

管控，明确光污染防控要求，并在暗夜保护区、

限制建设区、适度建设区及优先建设区等区域

落实城市夜间的生态保护。”娄伟说。

娄伟建议，夜间照明应加强生态设计，加

强灯火管制。在夜间，广场、广告牌等照明可

分时段开启或关闭，保留必要的安全照明。“目

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防治光污染的法律法规，

也没有相关部门负责解决灯光扰民问题。但

北京、上海、天津等不少地方已经行动起来、制

定地方法规，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抓紧推出相

关地方法规，对日益突出的光污染问题加以治

理。”娄伟说。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光污染作为

一种新的城市环境污染类型，威胁人类健康，

破坏生态环境，“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光污染防

治研究工作，为逐步建立光污染监督管理制度

奠定基础”。

（康怀朔参与采写）

读者建议——

有效控制城市夜间照明亮度和时长
本报记者 黄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