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上海的这场高楼大火震
惊了全国，因为这场大火虽
然发生在上海，但在城市建
设的高楼时代，这场大火触
动了每个城市人对自身安全
的忧虑。

媒体报道说此前有居民
投诉过装修期间的安全问
题，以及火灾是由无证电焊
工违章操作引发的，但这绝
非这场火灾最值得关注的地
方，事实上，无证电焊工只是
这场大火的一根“引线”，最
令我们忧心的地方，是城市
进入高楼时代后我们的安全

感并没有随之提高，尤其是
在面临火患的时候。从这个
角度说，上海大火是高楼时
代的响亮火警。

这场大火暴露出了一个
城市在安全防范方面的巨大
漏洞，这一点，值得其他城市
引以为鉴。在十万火急的时
候，面对高层建筑，消防云梯
的作用受到了限制，救援的
直升机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
用，现场水压不够，一些消防
水枪喷出的水柱没有到达着
火区域就散落下来，所有这
些问题，都充分暴露出城市
安全防范的严重不足。毫无
疑问，上海是全国消防装备

最好的城市之一，况且在世
博会前，有关城市安全方面
的各种演练已进行多次，在
这种情况下尚且发生这样严
重的火灾，并发生在容积率
很高的高层居民楼里，这对
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来
说，都是一次消防安全的警
钟，尤其是对那些城市安全
防范存在漏洞的城市来说，

更应该认真查找漏洞，绝不
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水
平和管理水平很高的城市，

尚且存在如此多的安全防范
漏洞，其他城市如何确保高
层住宅居民的安全，就更值

得警醒。各个城市都在越长
越高，住高层住宅的居民更
是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中
小城市的高层住宅，以及一些
地方农村建起的高楼，就更得
严加防范。现在一些城市正在
加快棚户区改造进度，住进高
层住宅的居民日渐增多，从平
房和一般的多层楼房到几十层
高楼，这种居住方式的改变，本
质上是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和安全防
范不能针对这些新情况采取新
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就很难避
免新的安全隐患的产生，其实
不仅是火患，像电梯、燃气等
等方面，高层住宅同样面临

着安全问题。

中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紧
张的国家，且正处在城市化
加速的进程之中，未来相当
长的时间，还将有数量庞大
的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城
市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城
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这是
中国城市化无法逆转的趋
势，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空间
的高层住宅仍将是城市居民
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这个背
景下，上海的这次大火，对我
们来说是一次审视高层住宅
安全的契机。有专家说，现在
的高层住宅，普遍没有专门
的消防电梯，也没有专门的

防烟楼梯，一旦发生火情，消
防队员的施救和居民的逃生
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这在
房地产飞速发展的时代，应
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
是。不管城市如何建设，必须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希望上海的这次大火，能
让我们放慢一点节奏，认真
考量一下高楼时代的安全问
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如
果没有了安全，一切都是空
谈。上海大火，是高楼时代的
巨大伤痛，也是高楼时代对
城市安全的巨大挑战，对上
海如此，对每个城市和我们
每个人也是如此。

无证电焊工只是高楼大火的“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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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未
来中国的房地产最有可能出
现的情况是，重新洗牌，大的

更大，中小企业被赶出市场。

——— 财经评论员叶檀分
析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走向何
方。

到今天，妨碍拆迁制度废
除的障碍，不仅有利益，还有

观念和价值的扭曲。

——— 有媒体评论，高层级
政府和立法者在废除拆迁制
度上的犹豫，对政府滥用强制
拆迁权的放纵，已经让地方官
员的心态严重扭曲。

依法行政不是“依文件行
政”。

——— 有媒体指出，一些地
方政府往往用代表权力的文
件，替代反映民意的法律。

老百姓是非常理性的，

你不能够把老百姓理性的

保值活动都说成是投机。他
一看钱放在银行天天有损
失，就把钱拿出来买房子、

买黄金，资金在市场上，炒大

蒜、炒绿豆、炒生姜，这都是负
利率的体现。

——— 经济学家许小年赞
成人民币升值，同时提高利
率。

动辄拿出带有鲜明国内
特色的语言在国际场合大发
挥，看起来牛气哄哄，大长民

族脸面，但其实这种“中国可

以说不”的传播方式让世界其
他国家媒体反感，使中国国家

形象受损。

——— 有媒体评论芮成钢
“代表门”事件。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

因为我们不能设计。

———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

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
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
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
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
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
力量。

快递员是快递公司的工

作人员，与快递公司间是劳动
合同关系，其受公司委派负责

将货物送到消费者手中，如果

确实由于快递员的责任将货

物损毁，由快递员根据劳动合

同予以赔偿。

——— 辽宁省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岩认为，快
递公司要求先签后验，这种行
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是不合法的。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世风眉批

疯狂的烟头

我一个陕西网友“凹凸”

发了个帖子：急寻国内售价一
元以内香烟，多多益善。

我和他认识差不多三
年了，印象中他是很潮的年
轻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抽
这么低价的香烟。何况现在
一元一根的香烟满天飞，低
于一元一包的香烟还真难
找。没想到，“凹凸”在网上
并不气馁，“拜托各位，一元
以内香烟大量采购，过期、

变质均可。”

我心中的疑团更大，便在
QQ上向他打听采购低价香烟
的原因。“凹凸”先发来个“鬼
脸”，然后说，“我所在的城市
开展‘全民捡烟头兑换五分
钱’的活动，城市街头到处是
捡烟头换钱的市民。一个烟头
五分钱，二十个烟头一块钱，

一包低价香烟仅烟头价值就
会超过售价，所以，我就有了
采购低价香烟，然后用烟头换
钱赚差价的想法。”

我被“凹凸”的商业头
脑雷倒了，我被这疯狂的烟
头雷倒了…… (路勇)

捷足先“吃”

前几天我去商场买衣
服，看到那款常买的服装涨
了120元，不解地问服务员：

“怎么涨了这么多？”服务员
以那种不屑一顾的语气反
问：“你没听说棉花涨价吗？

涨幅也很大呀！”我一了解
才知道，国家刚刚公布了棉
花价格调整政策，一些棉花
产品、涉棉产品价格就马上
大幅上涨了。棉花还没采
摘，国家送给农民的馅饼还
没到嘴里，一些人却捷足先

“吃”了。 (段玉文)

经费紧张

上级部门下发了2011年
报刊征订任务，年订价高的
二百来元，低的不足百元。

下去联系征订，大多数单位
为了加强干部职工学习，答
应得很爽快。也有的单位以

“经费紧张”为由婉言拒绝，

但这些单位往往又“热情好
客”，拉着拦着要吃完工作
餐再走，并且从分管领导到
主任、副主任、科长、副科长
都很“重视”，六七个人亲自
陪同。菜是最好的，酒是最
贵的，这一桌至少也要600

元，看他们一个个喝得东倒
西歪，终于明白了“经费紧
张”的原因。 (周广清)

□赵健雄

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军团首日便

狂扫19金，可谓所向披靡。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新华社却在此时发表记

者杨明的评论文章《一骑绝尘引发

的思考》，认为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

“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杨文

认为：“亚运会的口号是团结、友谊、

和谐、发展，是亚洲人民的一场盛大

快乐节日，不能只重金牌，不顾其

他。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

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

者感到成为陪衬。举个通俗的例子：

本来是请大家做客的，结果，鱼翅和

熊掌都让主人抢吃了，剩点汤汤水

水的给人家分，咱好意思吗？”

这种说法多少叫人想起从前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那时

中国人更多地视体育为实现政治任

务的手段，为了后者，甚至事先安排

输赢，让当事人难免郁闷。

难道比赛就不能是纯粹的比

赛？

此文因此引起体育界一些人不

满，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

体育局局长殷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就对此提出一连串的反驳：竞技

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

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

殷宝林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记

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

论’，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我们代表

团的同志都不会予以理会。”

针锋相对的意见，加上各自粉

丝的拥戴与附和，形成与赛场上一

样热闹的气氛。

我觉得争论本身很可能与亚运

会一样，甚至比此届亚运会本身对

中国体育的长远发展产生更重要的

影响与作用。

杨文的某些意见我是赞同的，

即中国体育应当在整体上转型和转

轨，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

民健身，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

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

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因为现在与金牌数量成反比的

是：目前，中国有1 . 6亿人是高血压、

1.6亿人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

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

儿，高中生里85%以上是小四眼儿；和

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

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

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

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

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

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

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

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到底金牌重要还是国民素质更

重要？显然不言而喻，尽管对此也是

各有各的说法。

譬如殷宝林就认为：竞技体育上

去了，会带动很多喜欢体育的人群，

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肯定有好处，竞技

体育运动员退役之后，也可为更多的

体育爱好者提供更专业的指导。

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

同一问题显然有不同的认识，而彼

此间的碰撞与激荡肯定有利于体育

真正健康地发展。

有心人或许会注意到，多年来围

绕体育的言论一直是比较开放的，与

其他一些领域往往形成鲜明对比。这

和体育比赛中不俗的成绩恐怕不无

关系，有了自信，也就不怕批评。

而对批评的反批评，与碰到矛

盾刻意回避的态度相比，无疑是更

加健康的做法。

我十分赞赏这届亚运会开幕之

后引发的争论，如果推而广之，在其

他社会领域，或碰到更加重要的问题

也总是能让意见不同的各方以这种坦

率的态度彼此争论和交锋，那人们的

认识一定会更快地接近真理，更多的

改革也将是指日可待的事。

有关亚运金牌的争论可推而广之

“无车位，不上牌”不该拿车主开刀

>>众论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还将有数量庞大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空间的高层住宅仍将是城市居
民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这个背景下，上海的这次大火，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审视高层住宅安全的契机。

□王石川

2010年10月26日，为缓
解“停车难”问题，宁波市拟
出台条例，除了提议“新建
建筑不配建停车位不许开
工”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
明确提出“新购车辆未配停
车场所，拟不发牌证”。(11

月16日《钱江晚报》)

“无车位，不上牌”并非
宁波独创，将视野放宽，日

本就一直推行“无车位，不
上牌”策略。不过，日本不是
简单地推行“无车位，不上
牌”，而是有翔实的配套措
施。比如，日本善于规划，

法律对建筑规划做出规
定，城市中心地区每 2 5 0

平方米建筑面积配1个车
位，一般地区为每 2 0 0平
方米配1个车位。再比如，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鼓励
引导私营停车场，对营业

性停车场减免税。还有，

车 主 晚 上 路 边 停 车 免
费——— 为了将路边的潜在
停车位利用好，日本各城市
均在道路较宽、车流量较小
的路段设置了临时性的收
费停车位。所有这一切，都
可圈可点。如果没有合理
的城市规划、建筑规划，

如果没有优厚的税费政
策，如果不率先强化管理，

就轻率地推行“无车位，不

上牌”，就必然引发民怨。

解决停车难，政府更应
该拿规划部门而不是车主
开刀。试问，环顾当下，有多
少职能部门进行了科学规
划，又有多少部门履行监管
职责，强行让开发商预留足
够的车位？又有哪个城市的
管理部门，拥有前瞻性思
维？比如，我们的城市有“通
畅有效的疏散通道和救助
空间”吗？

□钱夙伟

近日，郑州市委、市政
府召开专门会议，要求该市
所有城管队员签订文明执
法承诺，以确保城管队员在
执法过程中不再发生打人
事件。(11月16日中国新闻
网)

据称这是因为11月11

日，当地一名叫张会全的

76岁卖菜老人，在郑州市
区卖红薯时遭到疑似城
管执法人员的殴打，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郑州市领导
的震怒。

但是，“震怒”之后，

采取的居然是这样的“对
策”，也实在太可笑了。城管
执法人员打人，而且是殴打
一名76岁的老人，难道是因
为不知道城管不能打人？

显然，连小学生都懂，打人
是犯法的行为，不打人只是
做人起码的底线，如果连这
点道理都不懂，抑或连这
点自制力都没有，根本不
配做城管。

而且，这也未必能够
“确保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
中不再发生打人事件”。无
论是城管的行为规范还是
从业要求，都明确要求文明

执法。于城管队员，这其实
就是承诺，不仅如此，这更
是必须做到的保证，如果刚
性的制度都约束不了自己，

再签一纸个人承诺书又有
何用？

其实，现在城管动辄动
粗，根本原因是城管人员缺
乏“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

对服务对象居高临下、盛气
凌人，是关系的错位。

承诺书约束不了城管打人

■“世风眉批”投稿邮箱:

shayuansen@qlwb.com.cn

对批评的反批评，与碰到矛盾刻意回避的态度相比，无疑是更加健康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