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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在德国为何神奇消失

当年的鲁尔工业区

今天的慕尼黑

今天的鲁尔工业区

今天鲁尔工业区里的最大城市埃森市

当年的埃森市，环保工作者在清洁指示牌，牌上写着“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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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一望无际的草坪，还有大片的森

林，这是德国随处可见的画面。空气清新，天空蔚
蓝，似乎德国从未有过雾霾一样。

其实不然，德国也有过雾霾，不仅空气受到污
染，而且河流也曾经污浊不堪。以鲁尔区为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西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经济奇迹”，而鲁尔区就是西德机械制造及重化工
业中心，煤炭、钢铁、化学、机械制造等行业高速
发展，让该区雾霾不断肆虐，空气和河流重度污
染。

除了鲁尔区，西德多数地区也未能幸免。著名
的莱茵河曾经一度是条鱼类无法生存的“死河”，
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科隆等城市上空也
一直笼罩着迷雾。

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德国人不是去购买
抗雾霾的口罩，也没有往家里搬空气净化器，更没
有安装防雾霾纱窗。当然，更没有去找一个“国际
科研团队”来论证雾霾是中性的，与伦敦夺命大雾
成分不同。

令人吃惊的是，雾霾很快从这个国家神奇地消
失了。自1991年之后，德国再也没有响起雾霾警
报，到了2007年，曾经一度困扰德国的SO2二氧
化硫浓度下降到8微克/立方米。到了2012年，鲁
尔工业区所有空气质量监测站中空气中PM2.5（悬
浮颗粒物浓度）年均含量最高只有21微克/立方米
（优的质量等级）。

在德国其他地区，不要说农村，即便是生活在
大城市也能欣赏蓝天白云，呼吸到新鲜空气。那
么，德国人为此到底做了什么？

德国上空也曾雾霾笼罩

硬性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力
的行政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德国
的环境。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的
全力配合，效果不会如此明显，
成果也难以持续。可以说，今天
德国的环保成就是和德国民众的
配合密不可分。民众对环保的支
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环保意识。

那么，德国人的环保意识是
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环保教
育。德国是最早提出“环保教育”
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幼儿园注重先
育人后教学，育人就包含环保意识
的培养。从孩子到成人，都有大量
机会接触“环保”课程。

德国人相信：如果人类没有
环保意识，自然家园就会受到破
坏；如果没有和谐的环境，人类
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把“环境
保护”作为信仰一样虔诚对待，
从孩子到老人，都有很强烈的环
保意识。在任何一片角落，都很
少看到乱扔的垃圾，人为破环境
的行为更是鲜有发生。

一位居住在慕尼黑的朋友
说，他曾和正在上幼儿园、只有
五岁的女儿开了个玩笑，散步时
故意把一张废纸扔在地上，她女
儿马上在后面拾起并“教育”
他：幼儿园阿姨说不能随便丢弃
垃圾。当他女儿10岁上小学三年
级的时候，学校开始教育垃圾分
类知识，并带全班同学到垃圾处
理站、堆肥厂、污水处理厂参
观，让他们体会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并把帮助家长进行家庭的日
常垃圾分类布置为作业。现在他
12 岁的女儿环保意识极为强烈，
不仅不会乱扔垃圾，而且还会对
垃圾进行分类。

由于从小受到系统的环保教
育，环保理念已内化为德国人的

自觉行为。为了保护环境，德国人
愿意放弃一些享受。例如，私家车
尽量选择排量小、污染小的，而不
是大马力的豪车。短途一般会骑
自行车或步行，有人宁愿骑半小时
或一小时自行车去上班。

在慕尼黑的各条街道上，都
有自行车专用通道，骑车的人很
多，在森林小道上，自行车更是
穿梭往来。这种骑车的现象在德
国其他大城市也比比皆是。

德国人的环保意识，还体现
在许多细节上，例如，在采暖
上，德国人在家从不烧树叶和木
头，而是选择节能减排的方式，
如使用天然气集中供暖，使用节
能家电和可再生能源等等。

通过长期持续的宣传教育，
环保意识深入人心，环保理念成
了每个德国人生活习惯。民众环
保意识的增强，进而倒逼政府提
高环保标准。2006 年德国 KGM
公司计划在帕德伯恩修建一座垃
圾焚烧厂，由于符合排放标准，
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民众表示反
对，于是议会转变立场。

2008年，帕德伯恩议会通过
了一项名为“发展项目冻结”政
策，规定在新发展规划未出台
前，禁止建设任何大型工程项
目，这实质上是对垃圾焚烧厂的
建设喊停。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
下，帕德伯恩市政府不得不制定
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重新对该
项目进行评估。

严格的法律法规，再加上民
众强烈的环保意识，让德国彻底
摆脱了雾霾的困扰。近 30 年来，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工业区还
是生活区，再没有出现雾霾弥漫
的现象。

据《羊城晚报》

把“环境保护”作为信仰虔诚对待

延伸阅读

美国 提高用煤成本，出台控煤计划

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并在2006年对标准进行了完善，实现对全国环境空气质量24小
时监测，并在政府官网上公布当天PM2.5监控结果和次日的预报数据。
民众还可以下载手机应用软件，随时查询自己所在地的空气总体状
况、实时状况、PM2.5值和臭氧监测数据等。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
实施了一系列的法规提高用煤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国家环
保局控煤计划实施之后，对区域治霾计划也带来了好处。控煤也就减
少了PM2.5的排放，从而减弱了霾的产生基础。

英国 使用新能源，抑制私家车发展

19世纪，英国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1952年12月5日至10日，发生
了“伦敦烟雾事件”，几天时间里伦敦市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英国人
为此大力整治环境，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方案：使用无烟燃料，推
广电和天然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家车发展；扩大绿化面积；着
力打造低碳生态社会。通过70年的努力，伦敦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

法国 节能减排，建立大气保护方案

为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并预防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
造成危害，法国于2010年颁布了空气质量法令，其中规定了PM2.5和
PM10的浓度上限。此外，法国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减少空气污染
的方案，如减排方案、颗粒物方案、碳排放交易体系、地方空气质量
方案、大气保护方案等。

治理雾霾，一些国家这样做

德国也曾被雾霾困扰，但自1991年之后，德国再也没有响起雾霾警报

当年的慕尼黑

面对雾霾，德国人选择了主动宣战，而不是被
动的自我保护。对雾霾的治理，可以说两手都硬。
第一只手是法律严、实施硬，法律法规的实施没有
任何商量余地。1971年，大气污染治理首次纳入
联邦政府的环保计划。1974年，德国第一部 《联
邦污染防治法》 颁布，对 SO2、H2S 和 NO2 开始
执行严格的污染限值。该法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
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德国政府首先严禁废气
废水排放、积极推进废水及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
而且加强了执行和监督力度。同时，运用技术手段
限制废气排放、加强监督管理、促进能源转型和清
洁能源的开发、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政府对新
型能源提供补贴，给风电和太阳能提供更好的入网
条件和价格，提高新能源的利用率。

作为汽车大国，德国有关部门对汽车尾气的排
放设立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对小汽车、轻型车、重
型卡车、大客车分别设定具体的排放限制。此外，
对车辆排放进行严格检测，大幅降低汽车尾气中的
氮氧化合物和颗粒物含量。尽管德国高速公路不限
速，但在城区一般都限制在每小时30公里至50公
里的车速。其中，在慕尼黑市就设立“环保区
域”，只允许符合环保标准的车辆驶入。

德国法律法规的实施从不打折扣，尤其在环保
领域。德国垃圾分类管理极其严格，把公民对家庭
的垃圾分类变为一项义务，政府的垃圾回收站对各
类垃圾也专车回收，绝对不会把民众已经分类的垃
圾又倒入同一辆垃圾车。

同时，德国的城市规划也处处反映出环保理
念。在大城市里，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也没有复
杂烦琐的立交桥，成片的森林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即便在慕尼黑这样德国房价和地皮最贵的城市，市
中心竟然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使“让森林
拥抱着城市，让城市依偎着森林”的理念不仅只停
留在口头。

不管是在柏林还是慕尼黑，大面积的森林公园
一律让人工化的设计让位，公园里看不到花哨的人
工假石流水，只有成片的森林、茂密的灌木、自然
清澈的河流以及与人和谐相处的野生动物。这些森
林公园就像大城市之肺，不停地扬清除浊。

在慕尼黑市修建森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