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民改造为啥引发大火？
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前前后后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张子森 杜洪雷

上午11时许，记者在上

海市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

体育学校的“11·15”火灾善

后处理接待点大厅的门口，

发现四名年纪在 50岁左右

的女子坐在凳子上，情绪时

好时坏。

四名女子的旁边还有一

位老人。老人姓李，他们都是

亲属，在等待殡仪馆那边的消

息。老人说，他的一个亲属林

女士在着火的公寓里，今年60

岁了。

“她一个老人在家里，这

么大的火，很可能没有跑出来

呀！”李先生不愿多说。

下午1时许，其中一名女

子接了一个电话，还没说几句

话就哽咽起来。那名女子把电

话挂断，轻轻地说了一句：“他

们找到了姐姐的尸体。”顿时，

四名女子都恸哭起来。

“她们感情极好，一时无

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李先生

抹着泪说。

在接待点，原本偌大的篮

球场被划分成一个个的简易

格子空间。

每一个格子处，都有4名

志愿者帮助受灾居民或者朋

友登记信息。一志愿者说，他

们都是静安区街道办的工作

人员，临时抽调过来，已经工

作一个通宵了。“看到一些家

人永远地联系不上了，我们也

非常伤心。”

在一楼大厅的门口，放置

着一个临时的布告栏。布告栏

上一边贴着已送往医院的受

伤居民的情况，另外一边则是

至今仍未找到的居民名单。

中午12时许，一名老人

拿着一个小本本仔细地对着

布告栏上的名字，嘴里不断地

念着：“郑，郑，怎么没有？”看

完伤员的名单后，老人的手指

开始有些颤抖，因为那一边是

尚未找到的居民名单。老人最

后在失踪者名单上发现了老

友的名字，“不可能，不可能”。

老人有些不信，赶紧拨打上面

的联系电话，可是并没有打

通。 (杜洪雷 张子森)

等了一上午

只等来一噩耗

老友电话

打不通了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李文鹏) 上海胶州路特大火灾事

故引发了众人关注。16日记者发

现，上海部分媒体网站变黑，以寄

托哀思。

“我们的网站是今天下午变

黑的。”东方早报网站负责人顾

嘉健说，对于上海刚刚发生的这

场特大火灾，他们作为当地的主

流媒体，应该作出自己的反应，

“报社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以网

站变黑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

悼。”

当天的《新民晚报》报头也

由红色变成了黑色。在第一版当

中，只有那张表达哀思的黄菊花

的照片是彩色的。连续5个版面

对火灾进行的特别报道，全是黑

白版面，更使得哀悼氛围浓郁。

与东方早报网站相似，新民网

也变成了黑色。网站不仅变黑，而

且还将“沉痛悼念11·15胶州路大

火罹难者”的话语置顶，醒目而肃

穆。在整个网站上，已找不到任何

彩色的图片或文字。

“我们这么做完全是自发的，

没有谁要求我们这么做。”顾嘉健

说，他们没有接到有关部门的统一

要求，网站变黑是他们自己决定

的，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上海媒体网站

自发变黑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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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据称耗费3000万的改造

工程，在施工中突发大火。“11·15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让刚成功举

办世博会的上海再一次成为了世

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在追问，大火

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火灾发生

时又发生了些什么？

2米长的火苗

在窗口忽左忽右

上海人有午休的习惯。15日那

天，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时，李秀

云和爱人、儿子以及孙女正在胶州

路728号1601的家里午休。

李秀云的爱人起床时看到，自

己家窗户的玻璃已经破碎，两米多

长的火苗在窗口忽左忽右，浓烟遮

住了半边天。

此时大约是15日14点20分。

“失火了！”李秀云听到爱人大
声喊叫，下意识地从床上跳了起

来，穿着一件汗衫、一条毛裤跑到

了儿子王军的房间，抱起孙女就往

外跑。

打开房门，楼道内已经充满了

滚滚浓烟，他们被逼退回来。一家

人四处看了看，选择了火势最小的

方向，从窗户爬到了外面的空调架

上。

同样在午休的陈玉妹也闻到

了浓重的焦煳味，而且就在她家

1004附近。楼道内烟雾弥漫，灼热

的空气让陈玉妹没有考虑的时间，

她走向次卧的小窗户。

“平时我根本打不开这个窗
户，很沉。”陈玉妹潜意识里的求

生欲望使她爆发出了强烈的能

量，一下子就把窗户打开了。

“活了啊，

捡了一条命啊！”

李秀云一家四口顺着脚手架

下到了15楼，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往

下爬时，15楼里的人把他们拉进了

房间。很快，另外几个从上面下来

的人也在15楼临时落脚，一共有8

个人被困在这里。

火势越来越大，李秀云的儿子

王军觉得等待不是办法。他把所有

能找到的布制品都沾上了水，每个

人分了一块，李秀云和爱人分到的

是一人一只臭袜子。

王军顶着一床被子，浇上了水，

带领大家突围。“我找到楼梯口的门

了，都跟着我过来。”李秀云拉着儿

子的衣服，她爱人拉着她的衣服，8

个人排成了一排开始下楼梯。

在10楼的空调架上看了一会，

陈玉妹坐下来，双腿朝下，跳到了9

楼的空调架上。

“我平时还有些恐高呢，那会

儿什么都不想，一个劲往下跳。”也

不知道跳到了六楼还是七楼，浓烟

中她听到一个声音，“别往下跳了，

下面脚手架太热，太危险，跟着我

们从这里下去。”

“跑到街上，自己狂跳的心一

下子就安静了，活了啊，捡了一条

命啊！这就像电影一样，比任何灾

难大片都真实。”

安全横幅

被大火烧焦

16日，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8

层最里面的病房里，死里逃生的李

秀云忽然意识到，从9月中旬开始，

这栋1997年年底竣工的大楼已经

埋下了火灾隐患。

在此之前，李秀云和728号的

居民都有同样的感觉：政府掏钱
3000万元让楼体看起来更新，并增

加保暖措施，会让自己朝北向的房
间冬天不再阴冷。

居民陈玉妹清晰地记得脚手

架搭建的那一天：9月15日，正好

是两个月前。

这些居民口中的3000万元，并
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在9月底，很

多居民都接到一份通知，“说区政

府出资负责给房屋进行节能保温

改造，不用我们花钱。”

就在11月14日，李秀云还接

到了施工方的电话，说16日要对她

家的窗户进行免费改造，让她家里

留下一个人。

没有等到更换的新窗户，却等

来了大火。

16日的事发现场，胶州路728

号大门口上方有一个横幅：“安全

为生产，施工讲文明”，但其中的

“安全”二字，已经在大火中被烧

焦。

“很好的楼

为啥要改造？”

16日下午，很多专门来看火灾

现场的上海市民发现，与胶州路

728号28层高楼比邻的两栋高楼

同样搭建好了脚手架，并悬挂着绿

色隔离网。但露出来的部分楼体看

上去并不是很破旧。

“这栋楼看起来很好，为什么

要改造呢？”上海56岁的市民何先

生问。“幸好刮的风向没有对着另

外两栋楼，如果变个风向，我们这

栋楼肯定也着了。”另外一栋楼的

居民陈先生说。

根据施工方公开的相关信息，火

灾楼体施工单位为上海静安区建设

总公司。保温工程负责人张经理透

露，工程施工和所用材料完全符合国

家相关规定，并通过有关验收，泡沫

或聚氨酯等材料等已经铺设到大楼

的12层左右。

11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

长程九龙介绍，目前已经有8人涉嫌

重大事故责任罪被刑拘。

16日晚间，张经理一再表示自

己在开会，不方便透露是否还会有

人被追究责任。截至发稿时，张经

理也没有答复记者8名被刑拘者是

否是自己的职工。

在灾民安置点，得知家人去世，亲朋很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