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二看台

热线电话：010-58884061 E-mail：huwy＠stdaily.com 邮编：100038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科技日报社 第二编辑室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2013 年 9 月 3 日 星 期 二

责 编 胡唯元

5
科报视点
KEBAOSHIDIAN

不事炒作，惟求接近事实；无需猎奇，只想告知真相不事炒作，惟求接近事实；无需猎奇，只想告知真相

■ 图说·期盼

文·本报记者 李 禾
■ 将新闻进行到底

冷言■

9 月 2 日，深圳交警对校车进行检查。据报

道，深圳交警在全市范围内设立 73 个点，对经过

的校车及校车驾驶员资质进行检查，并严查校车

无牌无证、假套牌、超载、超速等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保障学生安全。

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2 日中午称，当天上

午深圳交警组织警力共检查校车 609 辆，查到校

车违法 58 宗，其中无校车驾驶资格 1 辆，无《校车

许可证》12辆，无牌无证 1辆，未喷涂放大牌号、未

喷涂统一颜色、未粘贴标识的车辆 2辆，其他交通

违法车辆 42辆。

深圳开展校车大检查

“安全”护航新学期

日前，“山洞男孩”程相涛被洛阳一家精神病

医院接去免费治疗。至此，这位长期裸体的失明

男孩“挣脱”锁链，结束穴居生活，穿上衣服重回

“人间”。

河南省洛宁县程岭村先天性失明的 26 岁男

孩程相涛，因精神发育迟滞，习惯性撕咬衣物，只

能一年四季裸体度日。1 年前，其父担心儿子裸

体乱跑惊扰村民，加之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这位

70 岁的老父在无奈之下用铁链将儿子拴在山上

的涵洞内，开始了穴居生活。

“山洞男孩”结束穴居

“入世”重回新生活

9 月 1 日，太湖结束了为期 7 个月的封湖禁渔

期，迎来了秋汛开捕的第一天，近 3000 户渔民正

式进入太湖进行捕捞。

从首日渔民捕捞及开捕前的测定情况来看，

花白鲢等放流鱼产量比去年有所增加；银鱼产量

有所下降，预计约为 2000 吨左右，梅鲚鱼产量与

去年相比略有增长，预计约 2 万吨；虾类方面：青

虾产量与去年持平，白虾产量略有下降，预计约为

1100吨；草鳊鱼由于放流量较大，产量有所增加。

太湖渔民开始捕捞

“丰收”庆祝新渔季

近日，关于“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

息再次甚嚣尘上，不仅引起了两座“大堵市”市民的普

遍关注，也引发了全国其他城市群众的“效仿”担忧。

拥堵费能否治愈城市“拥堵顽疾”？

“限招”频出依然难逃交通拥堵

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摇号式“限

牌”到高收费“限停”，再到限外地车进城……面对城市

“拥堵之殇”，全国各地“限招”频出。

尽管如此，多数城市却未能逃脱交通拥堵的困境，

甚至有的城市已从偶尔拥堵发展成日常拥堵，从个别

路段拥堵演变成全城皆堵。在私家车保有量排名前 4

位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上下班高峰期绵延在各

条道路上“见首不见尾”的车流，早已成为这四大“堵

城”的常态。

数据显示，北京市今年上半年交通拥堵指数是

5.0，比去年同期增长 6.4％，工作日路网的平均拥堵时

间是 100 分钟，比去年多了 30 分钟；今年以来，成都市

早晚高峰有 83％道路和 86％路口拥堵严重。

更为严峻的是，在拥堵愈加严重的情况下，我国机

动车保有量仍在迅猛增加。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2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2.4 亿辆，

同比增长 1500 万辆，汽车驾驶人年增长 2647 万人，首

次突破 2亿人。北京更是在短短两年内就实现了机动

车保有量就从 400万辆到 500多万辆的“飞跃”。

拥堵费能否治愈交通“梗塞”？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加之市民对

私家车依赖度较高，与有限的道路资源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最直接原因。

“市民对私家车依赖度高，也折射出其使用成本较

低的现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建设设计所所

长张根说，“征收拥堵费确实能提高机动车的使用成

本，但目前来看，这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张根表示，一方面，拥堵费不会对数量庞大的公车

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公车的使用成本都将由公共财政

支付；另一方面，对于“不差钱”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拥

堵费也只是“九牛一毛”，调控作用极为有限。

“另外，由于公交系统尚不完善，私家车缺乏可替

代性，即使提高使用成本，也很难降低市民对私家车的

依赖度。”张根说。

事实上，用收费的方式治理交通拥堵已被多次证

明并非良方。北京、成都市区停车费成倍上涨，上海私

家车号牌拍卖费已经飙升到近 10万，但这些城市的机

动车保有量增长仍然迅猛，交通也越来越拥堵。

“目前还远没到非收拥堵费不可的地步。”重庆交

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表示，我国不少大城市在基础路网

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

该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而不是采取“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方法。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瑞政说，不去认真研究

造成交通拥堵的深层原因，就试图通过收费来治堵，这

不但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还会加剧社会不公。

“很可能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

‘VIP区域’。”

诊治“拥堵顽疾”更需便捷的公
共交通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表示，有关部门要摒弃

“懒政思维”，首先对城市道路的常见“堵点”进行认真

调研，并出实招对其进行改造、疏通，如修建过街天桥、

地下通道等人行设施、拓宽道路等；为缓解中心城区交

通压力，还可对私家车辆实行分时段限行，但同时要兴

建大型换乘点，让私家车主在限行时段能在此停车，并

换乘公共交通工具。

此外，还应大力打造便捷畅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张根说，缓堵的关键是改善出行结构，国外成功经验已

多次证明，完善的公共交通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点。

“目前全国各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距离方便、快捷、舒

适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私

家车主选择公共交通。”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公共交通平均出行速度

不到小汽车速度的一半，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的

换乘还不能实现非常便捷，完成一次公交出行平均需

要 66分钟，其中约 20分钟花在换乘的路上。

黄承锋表示，公共交通要达到方便快捷，就要尽可

能减少乘客在乘公交车时的步行、候车、换乘时间，这

就要求增大公交网的密度，缩小发车间隔，同时加强公

交换乘枢纽的建设。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建议，政府可

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购买或租赁公共

交通工具，用作职工上下班班车，有效减少职工私家车

的使用频次。

“按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全国各大城市在兴建轨道

交通、快速公交的同时，还可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并

将其纳入公共交通体系，以解决快捷交通覆盖面不足

和短程交通不便等问题。”胡光伟说。 （据新华社）

收费：城市治堵的最后一张“王牌”？
文·侯大伟 赵宇飞 强 勇

高 载 能 企 业 又 称 高 耗 能 企 业 ，是 指 消 耗 电 、

水、天然气等资源速度相对较快，对资源需求量大

的企业。

高载能企业主要指钢铁（冶金）、有色、建材、石油

加工及炼焦、化工、电解铝、电石、烧碱和水泥业等。

如生产 1吨电解铝约需耗电 150000千瓦时。

白城市，地处吉林省西北部，嫩江平原西部、科尔

沁草原东部。8 月下旬，当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

行”采访团来到这里时，只见一望无际的玉米和水稻即

将成熟，还有红红的高粱、金黄的向日葵……

不过，如此丰收的景象并没有让白城市政府副秘

书长孙晓东感到舒心，他表示，希望白城市能被列为承

接国家高载能产业转移园区，鼓励支持其发展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铁合金（工业硅）、钢铁、电解铝、烧碱、碳

纤维、云计算等传统和战略性新型高载能企业入区。

铁合金（工业硅）、钢铁、电解铝、烧碱等都属于高

能耗、高污染“两高”产业，作为一个农业大市，白城市

为什么期待发展这样的产业？

清洁风电用不完送不出，咋办？

孙晓东说，发展高载能产业是为了促进风电在白

城本地消纳，“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能源

自产、自销、自强局面”。

原来，白城是吉林风电开发最早的地区，洮南向阳

风电场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并规划建设的百万千瓦风电

基地。截止到 2012 年末，全市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238.5 万千瓦，发电量为 28.8 亿千瓦时，占白城总发电

量的 34%。

据测算，白城可开发风电面积 6865 平方公里，可

开发装机容量 2280万千瓦，年可发电 460亿千瓦时，风

电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从 2010 年开始，随着热电联产机组和风电装

机的增加，弃风问题开始出现。”孙晓东说，2012 年白

城市风电利用小时数仅为 1407小时，与可研报告中设

计的年发电 2100 小时相比，风电场全年弃风在 30%以

上。

如此严重的“弃风”限电问题，让风电场遭到巨大损

失，左右为难。华能洮北风电场总工程师张维龙说，洮

北风电场盈亏平衡点在年风电场可利用 1560 小时左

右，但2012年风电场可利用小时下降到1420小时，处全

国最低水平。然而华能洮北风电场规划装机容量20万

千瓦，到目前为止，已建成的三期工程，共投产容量

14.84万千瓦，原计划第四期工程在2014年开工建设。

“风电主要是一次性投资，而且数额非常大，剩下

的是后期维护费用。风电场租的场地、架设的线路和

设备、修整的道路等都是按规划的四期装机量来计算

的，投资都已经下去了。现在困境是，前三期工程已经

无法全额发电了，按照规划再上 5万千瓦工程，被限发

的风电量会更多，企业亏得更多；但不上的话，企业依

然亏得更多。”吉林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孙锐说。

——新闻调查——
风电企业发电项目不上亏，上也亏

白城市风电资源禀赋好，但经济欠发达，本地用电

量不多。不过，白城的困境并非孤例，我国能源“大省”

往往是用能“小省”，甘肃、内蒙古等地也面临同样问题。

记者曾从兰州出发，经武威、金昌、酒泉、嘉峪关直

至敦煌，途径的 1100 多公里河西走廊，一路上都是宏

伟壮观的风电场，巨大的风车绵延至天际。这条古丝

绸之路现被称为陆上“风电三峡”。

按照甘肃省建设河西走廊风电基地规划，分三步

走：第一步，到 2015 年，装机容量达到 1700 万千瓦，成

为全国最大的风电基地之一；第二步，到 2020年，装机

容量增加到 3000 万千瓦，建成陆上“三峡”工程（三峡

电站装机 1860 万千瓦)；第三步，2020 年以后视需要装

机容量可进一步扩大，使河西走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风电基地。

如此巨大发电量往哪里去？敦煌市表示，建设氧

化铝等高耗能项目，消化富余电力；铁合金产品电耗成

本一般占总成本的 30%以上，甘肃肃北县投资建设铁

合金冶炼厂；酒泉市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市工

信委发文称，2013 年 5 月份酒泉工业用电量 1.53 亿千

瓦 时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69% ，占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的

65.4%。工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高载能”

企业恢复生产较好，产业电力消纳明显加快。由于甘

肃省对铁合金、碳化硅、电石等三个行业的企业进行了

重点扶持，酒泉市 7 台铁合金电炉 1—5 月累计用电量

2.41 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近 14 倍。酒泉还

建成投产了电解铝、多晶硅等高耗能产业。

——核心关注——
清洁的风电，高耗能的“出路”

有风发电、无风不发的风电，有太能光发电、无太

阳时不发电的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曾因发电不连续、

不稳定与要求恒定的电网发生了冲突，一度被称为“垃

圾电”。

——专家建言——
建设智能电网，确保“送得出”

孙锐说，在欧洲等国，为解决风电等不稳定问题，一

般是水力和天然气这样能“即开即停”的能源来“调

峰”。比如当风力发电多于电网需要时，用多余的电把

水从下池水库抽到上池水库，将电能转化成重力势能储

存起来；在风力发电不能满足电网需要时，再放水发电

补充不足。或者当没有风的时候，快速启动天然气机组

发电；有风时，停止燃气机组，使上网电力保持恒定。

但是水力“调峰”需要特定的地理条件，而且白城

市十年九旱，还要保证农业灌溉用水，水资源紧张。“我

国天然气较匮乏，居民用气还存在不足，难以用于大规

模的风电等调峰。”孙锐说，我国煤炭储量较为丰富，甘

肃、白城等地采用火电调峰，但燃煤发电机组启动慢，

一般需要 2天时间，难以用于调峰且浪费巨大。

因此，孙晓东呼吁，加快智能电网的建设，增强风

电送出去的能力。“智能电网不仅能调控发电侧，还能

调控用电侧，用电侧配合发电侧进行负荷变动，更有利

于送端和受端的平衡，发挥发电设备和电网的最大效

益。”

孙 晓 东 还 期 待 能 加 快 农 村 田 间 电 网 的 建 设 。

“目前白城域内的灌溉以柴油机抽水为主，随着国

际 油 价 不 断 上 涨 ，农 民 使 用 柴 油 机 抽 水 成 本 已 上

升到每亩 130 元，而白城市田间电网比较落后，规

模较小。加强田间电网建设，推广柴改电，机井项

目可使抽水浇地每亩节省 90 元，还增加清洁能源

的使用量。”

孙晓东说，由于田间电网投资较大，收益率低，每

年电网线路仅有 5 个月的使用时间，投资与效益不成

比例，导致电网公司投资性不高。因此，他希望国家能

把“田间电网”建设纳入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在

农网改造资金使用上对其倾斜。

扩大田间电网，加速“柴改电”

据孙锐介绍，为加大风电在当地消纳能力，减轻外

送压力，当前，吉林省能源局与国网能源研究院沟通

后，组织大唐向阳风电场在白城区开展风电消纳暨清

洁供暖示范工程试点。也就是说，大唐向阳风电场从

国网购电用于城区居民供暖锅炉，为当地居民供热。

供热消耗了的电能，国网允许大唐向阳风电场再增发

并上网同样数额的电量。

孙晓东说，这样不但能缓解火电发电的一次能源

输入压力，减轻冬季采暖用煤的依赖性，还极大减少了

小锅炉煤尘、炉渣的大量排放，有效改善地区大气环境

质量，环境效益明显。据测算，2012—2013 年冬季，洮

南风电清洁供暖项目消纳电量 2700万千瓦时，可节约

标煤 2838吨。

“按照国家能源局要求，2013 年华能、大唐、中电

投、华电、中广核和国电六大央企先行开展试点，其中华

能、大唐、中电投、华电、中广核五大央企每户拿出10万

千瓦风场，匹配2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共同承担白城市

100万平方米清洁供暖工程项目的建设工作。”孙锐说。

试点风电供暖，倡导“清洁热”

■ 名词解释

安徽砀山网民于和玉在自己的微博上“报

道”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 16 人死

亡”，很快警方找到并带走了他。因为真实的情

况是 10 死 5 伤，他“属散布谣言”，被“行政拘留

5日”。

但两天后，警方在其官方微博上称“处罚不

妥”，“现已撤销”，并对被拘留者及其家属和网

民“表示歉意”。而随后，网民于和玉也就自己

的不当行为向公众致歉。

从抓人到“撤销”再到“道歉”，砀山警方也

从舆论的“反面”站到了“正面”。砀山警方的

“自我纠错”无疑是聪明的，“回击”网络谣言最

有力的显然不是“拘留”，而是真相。

谣言的确令人痛恨，对那些恶意造谣者、以

谣言制造事端和谋利者当然要请公权力出面

“消除影响”。行政和刑事处罚是一方面，打击

谣言同时给公众一个真相，才可能真正让谣言

蒸发，守住公信力。

但互联网上很多所谓的谣言，并不都出于

造谣的本意和恶的动机，相反大多往往是因为

真相缺席，人们不得不偏信道听途说的只言片

语和部分事实。于和玉把“10 死 5 伤”发成了

“16 人死亡”，从信息传播的准确度来讲的确是

不实的，当然要怪他不够严谨，互联网时代个人

微博也具有公共属性，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发

布前应当核实。但反过来讲，要求一个普通网

民拿出准确的事实是不是有些过于苛责了？如

果官方信息来得及时一些，他会不会发成“10

死 5 伤”？那么，砀山警方也便免却了侦查之

苦、“改判”之累。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企图掩盖真相或者

让真相迟迟不见公开者，其实才是最大的谣言

制造者。

俗话说得好，谣言止于公开。网络时代，在

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中，真相能不能跑赢谣言

是对事件相关者的一大考验。真相告知越快，

人们越相信政府的诚意，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

就越强；事实告知越多，各种风传的谣言就越没

有立足之地。一味坐等谣言倒逼真相，甚至试

图掩盖真相，只会使谣言愈加发酵，社会公信愈

加失守。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说：“当公众对一切都无

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在微

博等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公众不会像过去

那样有足够耐心去等，他们渴望第一时间获得

信息和真相，如果“官方发布”总是姗姗来迟，甚

至为某些权势者的枉法背书，“民间发布”就会

蜂拥而至、层出不穷，那么再寄望国家机器像消

防战士一样赶来扑灭谣言，无论从成本还是效

益上看，显然是最不经济的做法。而对网络谣

言的打击，恐怕也会陷入“谣言—打击—谣言”

的怪圈。

用更多真相“回击”网络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