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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救灾应扩展到灾害发生前

近日，我国各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面对暴
雨所带来的灾害， 政府调集了一切力量进行
救灾。

人们所理解的救灾， 在时间的意义上主
要限于灾难发生之后的一系列救援。 灾情就
是命令，每当这个时候，各种力量迅速行动，

为救援贡献一切力量。

在灾害来临前， 有关部门都有相应的预
案，但预案本身往往还是意味着备而不动。 但
如果把预警视为救灾的一部分， 进一步强化
灾害预警机制， 往往可以减轻灾后救援的压
力。

暴雨天气虽然极端，但不同于地震，暴雨
和泥石流并非属于不可预测性灾害。 凭借日
新月异的科技， 气象部门预知极端天气的难
度正逐步降低。 在我国很多大城市，电信运营
商已经实行了预警信息推送服务。 由于平日

缺乏必要的科普， 市民只能通过预警短信中
的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测出雨量的大小。

暴雨将至，并非所有人都能选择不外出。 对于
仍然需要冒雨外出的人， 市政部门能否通过
短信进一步告知哪些地方容易积水？ 哪些地
方不要再贸然前往？ 这些本身就是应对灾害、

救灾的重要部分。

7

月
8

日河北省邢台市的暴雨就让一辆
经过地下桥的轿车淹没，待救援人员赶到，车
上的三人已经罹难。 如果市政部门和气象部
门一样， 及时通过电信运营商发送相应的预
警短信，相信这些悲剧可以避免。

在城市之外的地区， 这些短信无法在第
一时间及时送达， 就更需要有关部门组织相
关排查队进行提前告知。 泥石流属于次生灾
害，因为之前连续的强降雨，此次都江堰泥石
流完全是可以预料的。 是否有相关部门事先

预警和转移人员？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房屋质
量差、建筑结构脆弱是普遍的事实。 而我国近
年又处于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频发时期，在
短期内无法进行房屋大面积重建的情况下，

短期内在各辖区按户设立危房清单就显得极
其必要。 一旦出现极端天气，应立即按清单上
逐户排查，必要时迅速转移。

7

月
9

日由于连降暴雨和引发的洪水，让
四川省江油市的

3

座桥垮塌， 于是年久失修
的老青莲大桥成了唯一的交通要道。 之前垮
塌的

3

座桥都因提前封闭， 才未造成人员伤
亡。 老青莲大桥的预判信息是否足够准确？

暴雨还在继续，灾情也在继续。 在极端天
气和地质灾害频发期，应完善预警机制，理应
完整理解“救灾”， 将之扩展到灾害发生前。

（肖纯）

@

一语惊人
@

法律护航

被称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近日获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

8

月
1

日起实施。这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
法，将为“活雷锋”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担责。

插图朱慧卿

防止溺亡事故

应该多些举措

每到夏日， 下河游泳导致溺亡的悲剧总是频频
发生。 近日，仅在灞河就有多人下河游泳不慎溺亡。

每一起溺亡事故都令人感伤，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悲剧不断重复。

在缺乏安全防护措施的河流中游泳， 存在的安
全隐患无需赘言。大多数人也都有着安全底线，但一
再发生的溺亡悲剧则表明仍有一些人缺乏对安全的
理性认知。一时的畅快让其忘却了对安全的顾虑。这
就需要安全教育不断跟进， 尤其是青少年溺亡事故
较多的情况下，在安全教育的方式上应有所突破，以
往各个学校只是在暑假前下发通知、公告，用公文的
语气和生硬的措辞要求学生们勿下河游泳， 能看完
这“劝告”的学生都没有多少，更不用说要让他们将

安全铭记于心。所以不妨在平时，通过图画、视频，甚
至现场互动等方式， 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于孩子心
中。

在管理上，不少河段其实都有专人看护，告诫游
人不要下河游泳。然而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相关的
管理者能否为这种“坏情况”做好准备，比如在溺亡
事故频发河段，安排专门的救援人员和救援设备，对
溺水者进行救援。 虽然不顾劝阻的下河游泳者有错
在先，但这并不影响管理善意的延伸，毕竟管理的目
的是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那么在禁止、劝阻之外，管
理者还应有更多的防范措施。

相信随着安全教育的深化和管理举措的细化，

溺亡悲剧终会避免。 （长雒）

“日本将联合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
国家，一同对抗中国”

———日本首相如是说。

出处：环球网
“如果马英九只是马英九，他应该到

内地来看看他的亲舅舅， 但是马英九不
只是马英九”

———马英九舅舅、 农业专家秦灿石
济南去世，生前曾表示希望外甥来看望。

出处：齐鲁晚报
“如果大家都拿欧盟标准来要求北

京空气质量的话，那天天都不合格”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官
员打比方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食品标
准要考虑国情。

出处：中国网
“你们一家三代一起出来晒太阳啦”

———漳州
23

岁女子嫁给中年男子
后升级做奶奶，孙子母亲是昔日同学。散
步时，村人如此打趣。

出处：海西晨报
“不能仅因为对个别所谓‘星二代’

某些行为看不惯，而放弃客观全面、努力
辨别案件是非本末之责”

———李天一轮奸案律师称将作无罪
辩护。

出处：法制晚报
“天气很冷，路上全是大雪，过往车

辆也很少，担心孩子会被冻死”

———长春盗车杀婴案凶手上诉请求
轻判，称杀婴是怕其冻死。

出处：新华社
“他们也许埋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上海男子深夜在院中埋钱
48

万元被邻居窥见，偷偷挖走埋自家地里。

出处：新闻晨报
“我们想拥有超人的力量，帮助有困

难的人”

———濮阳两小女孩身着“超人服”街
头替父讨薪。 学费无着落，急得直掉泪。

出处：大河报
◎

木华辑

应对财政下滑需要新思路
对于财政困难情形

,

我国过去
多采取“增收节支”的办法应对。

应该说
,

在目前情况下
,

节支仍应
成为一种重要选择

,

但简单的“增
收节支”恐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从收入来看
,

财政收入高增长
时代已过

,

一味强调“增收”可能会
导致税收部门逐级摊派收取“过
头税”

,

甚至运用非规范手段攫取
非规范性收入

,

重蹈“乱收费”覆
辙
,

还可能以放慢结构性减税步伐
为代价

,

维系政府财力盘子和既定
支出项目安排。

从支出来看
,

不断上升的民众
福利期望等

,

使“政府增支”的刚性
更为明显

,

压缩支出也将遇到不小
阻力。 而且随着经济转型深入

,

财
政为化解各种矛盾而被赋予越来
越多的职责

,

如各种类型的必保支
出、 法定达标支出、 托底责任支
出、奖补支出等。这些财政支出的
项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宽、标
准越来越高

,

短期很难压缩。

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

支出不断
放大

,

也使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保
持在合理范围较为困难。 特别是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的不
规范“举债”行为

,

使财政风险日趋
加剧。 面对当前的财政形势

,

一方
面要切实强化“过紧日子”的理念

,

并将其作为长期战略融入财政运
行过程； 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
实质性配套改革

,

防控化解财政运
行中的矛盾风险。

(

摘编自《经济日报》

)

雷同道歉书
9

日， 一位网友在浙江绍兴本地论
坛上发帖说，当天的《绍兴县报》头版刊
登了三家违法排污企业的道歉书， 内容
几乎一模一样，并质疑“歉意何在”。其中
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三
家企业刊登致歉信前有沟通，“可能大家
都没什么文化”，所以才会雷同。（

7

月
10

日《南方都市报》

)

出现了“雷同道歉书”，一边是污染
企业敷衍了事， 一边却是环保局官员居
然不清楚，还解释，根据此前绍兴县委县
政府“严查严管”的要求，企业因偷排、漏
排被停产整顿的要在公共媒体上道歉，

“这就像一个程序”。

显然，“道歉书”是否雷同并不重要，

它只是一个“程序”，没有什么诚意，也不
重要，“歉意”有没有均不会被关注。这恐
怕就是“雷同道歉书”出笼的真正原因。

但“雷同道歉书”，却羞辱了公众。既然没
有诚意，何必道歉？

对于污染企业，应该是“零容忍”，可
事实上， 污染企业往往得到当地官员的
“特别关照”，因为这事关政绩。在一些官
员看来，如果把污染企业全部处理掉了，

可能自己的乌纱帽也跟着被摘掉了，但
如果不对污染企业采取一定的措施，又
无法向公众交代，因此，也就玩起了“双
面手法”， 明着要对污染企业进行惩罚，

先关停，然后整改，暗中却是层层“关照”，

自然污染企业也就能够长期存在。等到民怨
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故伎重演，如此反复，环
境是没有被治理好， 但官员的政绩却是
有了保障，说不定，也借此得到了升迁。

污染企业的“雷同道歉书”是“权力
污染”的典型标本，因此，要整治污染企
业，最为关键的就是先把官员“治”好，如
此，那些污染企业才不会把“道歉书”当
儿戏。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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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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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宣言

9

日
,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召开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农村面貌改
造提升专项行动动员大会

,

多名
“烟民干部”通过会场大屏幕公开
承诺戒烟

,

从自身做起
,

从点滴小
事做起

,

以降低
PM2.5

含量。

(7

月
10

日《燕赵都市报》

)

官员自律戒烟没什么问题。

不过
,

宣称为空气质量而戒烟
,

则
有拔高自我的嫌疑———公共场所
有禁烟令

,

健康和幸福是个人的
需要

,

戒烟不为自己、不为守法
,

难
道只为了大局、大义？ 拉虎皮、扯
大旗说是为“降低

PM2.5

”

,

未必
会有人天真相信。

画
/

李宏宇文
/

王庆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