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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可怕 
 

 刘元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2011年 9月，浙江海宁红晓村上百位村民因晶科能源企业污染本地环境举行了大规模群体性
抗议，此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 
  我国新能源企业引发的环境污染不是个别现象。2010 年 11 月，一个由铅引发的悲剧发生在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吴家林村；2008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太阳能公司把垃圾留给
中国》的文章，报道了河南洛阳某多晶硅生产商排放四氯化硅造成严重污染的问题；而对“世界

硅都”——江西赛维 LDK对新余市地下水污染的调查结果也让人揪心⋯⋯ 
  这些新型污染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不仅危害到土壤、水源、空气，更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据测，直径不到 2 厘米的 2032 型纽扣电池，当其成为废弃物后，可以污染
600 吨水。很多新能源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是已知毒性最大、累积性极强的重金属之一，长
期蓄积于人体，严重危害神经系统、造血系统及消化系统，对婴儿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影响尤其严

重。国际消除儿童铅中毒联盟的专家告诫说，中国如果不注意铅中毒的防治，20年后中国人平均
智力将降低 5%。 
  西人有谚:即使获得了全世界，却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虽然我们的 GDP一路高
歌猛进，跃居世界第二，但具体到人均，可以说，目前我们似乎还腾不出精力去追问“安置灵魂”

之类的问题。当我们昂首阔步在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如果回过头来，发现青山绿水已经渐渐

变成穷山恶水，一个个隐性杀手正在蚕食我们的生命与健康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放慢脚步，反思

一下“安置灵魂”的问题呢? 
  曾经有一则报道让人不寒而栗。众所周知，太湖水污染主要是由于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污

染以及生活污水排入所致。有记者在采访当地一污染企业的负责人时问他:“太湖是你的家乡，祖
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你们把它污染成这样，将来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等我赚够了钱，我
就打算移民加拿大。”这种认知太可怕了，人心被污染到这种程度，其危害远甚于太湖水污染。

太湖水污染可以治理，而人心若要朝着这个方向污染，我们应当怎么治理? 
  一心只求金钱、物质和个人享受，个人利益主宰一切，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不

要奢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就连对子子孙孙最起码的责任都丧失殆尽，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存在

“安置灵魂”的可能了。这些人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如果经济发展换回的是环境污染，乃至于人心污染，那么，我们将如同生活在一个由金钱物

质堆砌而成的冰窖之中，这种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还有何值得向往?挣了大钱的人可以一走
了之，在山清水秀的异国他乡安度一生，难道他们能将失去的灵魂也带走，客死他乡吗?从整个
社会来讲，我们的人民大众要替这些被污染的人心埋单。 
  比环境污染更加可怕的是人心污染，比治理环境更加紧迫的是拯救人心。根治污染，拯救人

心，国家有责任，政府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