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防止救援“冷热不均”

面对猝不及防的大地震， 记者在灾区
采访看到，震后救援和赈灾局部仍存在“冷
热不均”现象：在通往震中地区芦山县、龙
门乡的路上， 排队拥堵着大量运送救灾物
资和人员的车辆， 虽然当地采取了交通管
制措施，但拥堵仍非常严重。 即便在一度成
为“孤岛”的宝兴县，在宝兴县灵关镇的临
时安置点， 十几支地震次日从周边地区赶
来的医疗救护队坐诊接治伤员， 但当地重
伤员已在当天上午之前转运到成都、 天全
等地救治，在安置点的轻伤员，还没有现场
的医护人员多， 一些医护人员显得无事可
做。

而就在距离灵关镇几公里外的地方，

有的受灾乡村， 还没有救援和医疗队伍到
过。 与震中周边造成拥堵的救援景象相比，

这里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那些被忽略
的灾区，可能因为救援不及时，困难没能及
时被纾解。 危难中的救援，需要少些锦上添
花，多一些雪中送炭。

灾难后人们更关注热点和标志性地区，

救援出现冷热不均，几乎每次救援中都不同
程度存在， 不能简单归咎于爱心的不理性。

毕竟， 绝大多数救援者和愿意表达爱心的
人，无法掌握灾区的详细情况，只能根据公
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道，来决定自己爱心的投
向。 对灾情的关注度和救灾资源，都是跟着
信息走的。因此，灾区信息的及时全面披露、

救援力量的科学调配，显得十分重要。

这首先是当地政府要加强领导。 在抗
震救灾中， 政府无疑是最大的组织者和主
心骨。 也只有有关部门，才能掌握和发布权

威的灾情信息， 调动强有力的救灾资源和
力量。 及时收集、登记受灾情况，迅速调集
灾区最急需救援力量和物资， 对社会救援
力量进行科学指引，甚至采取交通管制、紧
急状态等措施，都是分内之事。 在不可意料
的灾难发生时， 除了群众平时的防灾训练
和自救，政府永远是最可依赖的救援主力。

在及时发布准确灾情、 科学调配救灾资源
上，政府也应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也可以发
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经过专业训练的民间
组织， 在灾害救援上能深入到政府部门无
法完全抵达的角落，发挥毛细血管的作用。

而每个称职的记者，都应该是一棵消息树，

树起在每一处有灾情的地方， 提醒和监督
救援部门及时施救。 （新华社记者丁永勋）

听说过有人用毒品来摆宴席吗？ 日
前，宁波市江北甬江派出所民警在当地一
酒店内抓获了六名吸毒人员，其中五人居

然是来“赴宴”的客人，宴席的“食品”竟然
是冰毒。 而请客者则是富二代涂某，在他
眼中，父母永远都“可以用钱摆平一切”。

（

4

月
22

日《现代金报》）

“毒品宴”只是媒体的形象描述，说得
通俗一点，就是“聚众吸毒”。 当人们看到
“毒品宴”三个字时，或许还有几分好奇或
新鲜感，毕竟，大款摆豪宴的新闻见多了，

摆“毒品宴”怎么说都是鲜有耳闻的。 不
过，如果媒体直白一点，用“富二代聚众吸
毒”的字眼来报道，相信很多人都见怪不
怪了。是啊，近些年来，关于富二代的负面
新闻可多了去了，聚众吸毒、淫乱的没少
见，至于打架斗殴、赌博之类的，只能算小
儿科了。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富二代都是
败家子或违法乱纪之徒。 只不过，由于某
些富二代一再干出诸如大摆“毒品宴”之
类的荒唐事，却又每每用金钱摆平，让人
不得不“另眼相看”。

古语云：富不过三代。作为富一代，如
果笃信“可以用钱为孩子摆平一切”，那不
仅害了孩子，也害了社会，到头来别说“富
不过三代”，“富不过二代”也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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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制作工艺
荣获发明创造专利

棉袄
1.

棉袄的大身里布用弹力布
2.

棉袄的袖里用弹力布
3.

棉袄的全身里布用弹力布
4.

棉袄的背部里布用弹力布
5.

棉袄的肩部里布用弹力布
6.

棉袄的腋下里布用弹力布
7.

棉袄的手肘里布用弹力布

老店老样老人老菜
热线电话：

6235299

地址
:

信阳市胜利南路中华胡同
8

号
� �

总代理商：启航蓝海企业系统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信阳市银珠广场

3#

楼
7

楼
7012

室
公司电话：

0376-6259909 6259919

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 � � �

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面对灾难，理性也是一种力量

4

月
20

日，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

级地震。 它离汶川大地震不到
5

年，离玉
树地震

3

年多
6

天。

地震频繁光顾，这是中国的不幸。 好在
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在递减， 这是不幸中
的幸运。

每一次地震， 既是对发生地的地理撕
裂，更是对人们的心理撕裂；同时，它也引
发全国和全世界人的心灵共振。 每当天灾
降临时， 人类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
共同体，人们超越种族，超越国家，超越意
识形态，共同抵御制造苦难的“天敌”。

5

年间
3

次
7

级以上的地震，这是对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连考。它不但考验救援能力，也
是考验凝聚力与向心力， 更是考验面对苦难
的态度和心智。在这三次大考中，尽管还有一
些同样的错误在延续，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明
显的进步。 最大的进步是理性的升级。

在前两次地震中， 触目可见“大爱无
疆”、“天佑四川”、“玉树不哭”、“愿天堂没
有地震”之类的“励志口号”和“文艺腔调”。

但这种口号和腔调在这次地震中被许多人

所“冷落”。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 谁都不愿三天两
头地出现天灾人祸，因此，风调雨顺与国泰
民安无疑是国民的至高生存境界。 多灾多
难可以提升人们应对灾难的能力， 但绝不
是人们希望面对的理想境界。 苦难尽管是
学校，但它的学费太昂贵，甚至需要付出生
命的代价。

相对于“多难兴邦”，“实干兴邦”则更
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人们厌恶文艺腔调，就
是因为它是华而不实的伪浪漫。 “大爱无
疆”不应停留于口头表达，而应呈现于行为
实践；而“汶川不哭”、“玉树不哭”之类的劝
导，明显表现出“大人哄小孩”的矫情。

灾害降临， 焦点应该是灾区人民和救
灾者的生命安全， 但有人在这样的时刻也
不忘领导。 央视主播长啸采访雅安市委书
记时， 这个书记又习惯性历数起各级领导
来。 这时，长啸不客气地打断他：“这个我们
可能比你知道的多些， 说说现在采取了哪
些措施吧。 ”长啸如此“不尊重”领导，是媒
体人不唯上的理性进步。

前两次地震发生时， 时有记者闯入救
命场所乱问感想，因此，这次地震发生时，

就有许多人在网上列出各项采访须知，提
醒记者不要煽情， 不要作秀， 不要干扰救
援，不要侵犯隐私，不要渲染悲惨情景，不
要造成二次伤害，不要强调抗震胜利，希望
记者在经历汶川地震之后，多一分冷静，多
一分服务， 给灾民留下温暖与尊严……当
有记者在地震现场炫耀自己是第一个到达
时，当有女主播穿婚纱播报新闻时，都受到
许多人的质疑和质问。

在雅安地震中， 这种理性的声音一直
在网上传递。 人们都像严谨的监制，审视着
每一个镜头每一种表述， 挑剔着抗震救灾
中每一种非理性行为。

这样的理性， 来自过往抗震的直接或
间接经验， 特别是来自对日本抗震救灾时
表现出的沉稳与大气的学习。 显然，这一切
都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平台，有了质疑、思考
和交流的载体。 尽管在这个平台上，也有一
些谣言和骗子， 但还是无法改变理性思考
与理性发言的主旋律。 （摘自《羊城晚报》）

毒品宴

“屋坚强”古宅可否复制
在

4

月
21

日举行的“

4

·

20

”地震通报会上，

雅安市副市长介绍说，地震导致全市各县（区）多
处房屋严重受损。 损毁

66.98

万间， 倒塌
12851

间，震中芦山县龙门乡
99%

以上受损垮塌。

然而，也有奇迹：震中龙门乡一座百年老
宅巍然屹立，堪称“屋坚强”。

7

户张姓人家震
后在这里照常生活，据称，张家大院为瓦木结
构四合院，老宅主人之一张大金说，这座老宅
建于清朝同治年间， 在地震中除了屋脊脱落
几块瓦片外，没有任何损伤。

为什么在
7

级强震中巍然屹立的“屋坚
强”是座百年老宅，而倒得一塌糊涂的却是当
代建筑？ 难道当代建筑设计和建房技术还不
如古人？ 这些，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如果是百年老宅的设计建造技术未能传
承下来，那么有关方面应该组织专家，对这座
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作出科学的分析与
研究，这样才能从这座老宅中汲取精华，以传
承其设计建造技术。

如果是由于当代建筑过于追求速度，而
忽视了质量，那么有关方面就更应吸取教训，

强化“质量第一”的意识。 有报道称，芦山县，

包括汶川地震后按“

8

级抗震、

9

度设防”标准重
建的建筑物，很多都未能抵住这次

7

级地震。有
学者研究证实，这些当代建筑物在使用年限、建
筑结构形式、单位建筑面积用钢量、受力钢筋的
强度上， 标准都较低， 再加上工程监理上存在
“走过场”，导致了建筑质量不高。 （黄栀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