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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动车撞死作业人员更可怕的……

2013

年

11

月

22

日

11

时 ，

D28

列车行

至京哈线上行线台安至盘锦北间，撞上山海

关工务段盘锦北线路车间一工区

5

名横过线

路的工作人员，造成

4

死

1

伤。据铁路部门通

报，事故原因是

D28

列车晚点

20

分钟，且相

关消息未能及时通知作业人员所致。 （

11

月

26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此前，因其他社会人员、车辆等违规穿

越铁路线，造成被火车撞上等事故，并不少

见。 但动车撞上自己人，还真不多见。

事发时，属于维修作业人员进行线路维

护的“天窗期”，也就是没有列车通过，可以

进行维修与维护操作的安全作业时间。 但事

实上，因为

D28

列车的晚点，这个所谓的“天

窗期”已经明显失效。 也就说，从管理者的角

度讲，晚点影响到了维修作业人员的安全工

作时间，但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现在，为何

这么简单的信息都没有传达到？ 管理者为何

没有调整计划作业时间？ 为什么没有及时通

报？

20

分钟对铁路作业人员的维护工作来

说，并不算短。 于管理者统计调整计划，通知

作业人员改变工作时间来说， 也已经足够

了。 但事故为什么还是发生了？ 如果铁路系

统内部相关消息的通报与通知都如此毫不

在意，没有章法可循，那么晚点消息之类，对

乘客更是不需要解释了？

从两年前的温州动车事故，到一个月之

前的青藏铁路格尔木站事故，不断发生的铁

路安全事故中，虽然有很多“技术故障”“天气

影响”说辞，但不缺管理漏洞、失职渎职的人

祸影子。 为何一再发生的安全事故，没有警

醒铁路管理部门的神经，“安全第一”的口号

什么时候才能从嘴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对此，我们不妨从查实和追究列车撞死作业

人员事故的相关人员责任开始吧！

（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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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安排：没有最完美只有最民意

27

日， 全国假日办提出

3

个放假安排方

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相比之前网上流传的多份网友自制放假

安排时间表， 公开征求意见的这

3

套调休方

案， 小长假根据节假日的日期不同， 或有或

无。显然，

3

个调休方案，重点关注了民众对于

挪假凑假的不满。 无论最终哪个方案胜出，

“中国式休假”成“中国式假休”的现象都将得

到改变，“凑来凑去” 的混乱放假模式将不复

存在。

只不过，诸如孟非“春夏秋冬四季各安排

一个长假” 的方案， 之前也曾获得过大量支

持。 取消五一黄金周，已经让很多人的休假权

利受损， 对那些眼巴巴指望着长假才能休息

的人来说，依然对黄金周有着严重的依赖。 事

实上，截至发稿前，保留国庆黄金周的方案，

支持率也是最高的。 如果有恢复五一黄金周

的方案，或者有“春夏秋冬四季各安排一个长

假”的方案，会不会支持率更高，谁也说不清。

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放假安排方案， 或许本就

不存在。 相比现行放假方案，这

3

个征求方案

会不会让更多人满意， 是更高明一些还是更

差劲一些，不同的人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

是，无论满意抑或失望，全国假日办为此多次

征求民意，本身值得肯定。

自

10

月全国假日办在多家网站发布“关

于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已经过

去了一个多月；因为迟迟没有下文，假日办会

不会“打开门来纳意见，关起门来定方案”曾

经成为普遍的担忧。 其实，上次问卷调查最大

的收获，可能就是知道了大多数人都不满。 但

是，大家不满现行放假安排，表达的只是一种

改革态度；至于究竟怎么改，还得周全考虑到

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

所以，针对具体的放假方案，给出不同的

选择，再次征求民众的意见，非常有必要。 放

假安排涉及公众切身利益， 而且不同的群体

有不同的需求，众口难调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如何确保公众休假权得到满足， 需要有平衡

的艺术和善治的理念。 放低姿态，把选择权交

给公众， 厘清政府部门在制定放假安排方案

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才会有科学合理的放

假安排。

通过公开征求民意， 最大限度平衡不同

群体意见，不再代民做主而是真正让民做主，

无疑是当下调整放假制度安排的最佳选择。

挪假也好不挪假也罢， 减少长假也好增加长

假也罢，原本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好与坏；不

同的主张背后其实都是利益的博弈， 关键是

政府部门如何统筹决策， 尽可能满足不同群

体的利益。

在相当程度上， 没有最完美的调休方案，只

有最民意的调休方案。 即使最终的调休方案无法

让所有人满意，至少也会获得人们的尊重，而

不会有“被决定”的不满。

(

据《新京报》

)

经济转型

离不开“有为政府”

有为的政府

,

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

这是由于

,

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

业压力

,

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

稳定社会。 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

,

制

度如何完善

,

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

支持。 所以

,

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

,

并不意

味着政府甩手不管

,

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

市场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

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

,

比如双轨制

,

既让市场发挥作用

,

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

施、 完善上层建筑

,

这正是从

1978

年到

2012

年

,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10.5

倍的关键性因素。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

晒出什么？

最近，广州萝岗区公布

２０１２

年“三公”账

单，

８

个部门的公务接待费均超百万，引发政

协委员和网民热议。 对此广州萝岗区相关部

门解释称， 公务接待费用较高是因为常有代

表团和商务团来“走一走，看一看”，而规划国

土局更是以区区

６６

个字解释

４１５

万元接待

费去处。 （

11

月

26

日《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查阅萝岗区规划与国土局三公经费

发现，

４１５

万元的公务接待费占到了三公经

费总额的

５９．８５％

，比上年增加

４．０８

万元。 相

关部门本该就三公经费的增长给出更合理的

针对性解释，可是只以区区

６６

个字解释

４１５

万元接待费去处， 而对于这些钱究竟去往何

处，谁用了，用在谁身上，却语焉不详。

晒“三公”，晒的不只是数字，而是为了把

政府财政支出置于监督之下，晒出问题、挤出

泡沫。不得不说，如此不清不楚的解释遮住了

阳光，远离了晒三公经费的初衷。让晒“三公”

流于形式， 这一方面在于某些部门没有勇气

真正将家底晒出来。另一方面，也在于部分政

府机关对这种新型政务公开方式的认识还不

到位。

各种有用没用的迎来送往， 不仅浪费了

国家资源， 更是让诸多部门和工作人员头痛

的问题。 而如果实现了对本部门全年迎来送

往所针对的单位、具体经费予以公示，这将极

大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当然，在现实语境下，各部门难以具备这

样的勇气， 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党政机关对

晒三公经费作出更为具体的规范要求。 唯其

如此， 才能实现外在约束和内在动力的有机

统一，让各部门敢于、愿于将自己置于阳光之

下。 文

/

舒锐 图

/

刘道伟

@

长江日报：现在，要抛弃

一种思维， 就是认为安全是现

代化过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

随着发展社会安全风险能自然

解决。 不把“安全”作为另一种

现代化来考虑， 它所带来的社

会风险成本是我们无法支付

的，它会吞噬我们的发展成果，

拖垮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

新华视点： 一道红烧粉

丝，一道炒豆芽，浙江农林大学

食堂

20

年来坚持只卖

0.5

元 。

学校说这两份菜成本要

1

元 ，

亏本卖是为照顾贫困生。 只要

心里装着学生， 为学生省钱的

办法总会有很多， 期待这样的

良心食堂能多一些再多一些。

@

李新月：网帖称“广西北

海一综合执法队携枪砸车”。 北

海市新闻办回应， 实情是涠洲

岛综合执法大队人员在巡查中

与疑似盗采砂的村民发生冲

突。 枪是执法人员巡查经过水

库堤坝时捡的，是一把“群众打

鸟丢弃的老式气枪”。 “捡来的

枪”代替了临时工。 创新了！

“你妈那胃饿得像纸一样薄啊”

———北京兄弟分家反目致八旬老

母饿死，尸检室法医怒吼。

出处：《法制晚报》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自贡男子爱上侄媳妇，求私奔

遭拒后在侄儿家纵火自焚。

出处：《华西都市报》

“这顿饭你觉得是

50

块钱，你就给

50

块钱……你要是好意思， 你也可以

不给钱”

———福州“诚信餐厅”可凭良心结

账，开业

4

个月亏损

25

万元。

出处：中国广播网

“男女两列排队聊天，最后成为情

侣的不计其数”

———四川大学学生洗澡排队两小

时遭调侃。

出处：《成都商报》

“因为觉得好玩就将小孩放进了

塑料袋”

———安徽两名小孩将刚满月男婴

放进塑料袋致死，称觉得好玩。

出处：安徽频道

“我讨厌谁，就可以诅咒谁，想怎么

诅咒都行”

———郑州部分小学“诅咒卡”热销，

8

岁男童称诅咒谁都行。

出处：《郑州晚报》

“见人走进去我都替他们担心，头

顶的水泥块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他们这

是在拿生命‘算命’”

———南宁一临街铺面被拆一半，男

子稳坐其中为人算命，路人为之担忧。

出处：《南国早报》

“等以后她找男朋友了，这个光荣

使命也就交给他了”

———湘潭女子工作后父母仍要接

送，父亲称直到她找到男友。

出处：《楚天金报》

“上下班高峰时段及电梯故障单梯

运行时，未交费业主自觉让交费业主先行”

———四川一物业公司为向业主催

费贴如此告示。

出处：《华西都市报》

◎

木桦 辑

蒋开松曾是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城管局

的纪检组长，因不能说服家人配合拆迁，

10

月

28

日在县城市建设推进大会上， 他被公开宣

布停职。另一方面，因为做家人的工作，他的家

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母亲不认这个儿子，

伯父想打侄儿，妻子向法院起诉离婚。 （

11

月

26

日《法制周报》）

中国古代， 最威猛的治术就是搞株连，有

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要陪上自己

的父母妻儿，就可能望而却步，老老实实跪下

口称万岁。 如今新时代，无论党纪还是国法，都不

搞这一套了，绥宁县为了搞拆迁，竟祭出古法，可见

拆迁工作在当地政府心中有多么神圣。

然而，世易时移，古法不合今法。 《人民日

报》的人民微评评论称：株连式拆迁，通过绑架

亲情的丑陋方式逼人就范， 属于变相强拆，既

缺德下作，又目无法纪，已成触发众怒的恶权

毒瘤。 文

/

小强 图

/

春鸣

一 语 惊 人

株连拆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