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在25日召开的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全体会议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杨栋梁表示，“11·22”中石化输油管
线爆燃事故被定性为重大责任事
故，企业和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可以预见，相关人员将会被依
法追究责任。痛定思痛，群众更为关
心的是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毋容置疑，所有企业都必须认
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各
级政府也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
法严管。其中，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应当成为关键的源头，这
一关如果失守，在下游环节就可能
出现“跑冒滴漏”。央企作为国民经

济的中流砥柱，在安全生产中也应
该发挥带头作用。否则，一旦出现问
题就可能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
巨大损失，此前发生的中石油大连
大火和中储粮大火至今让人记忆犹
新。

纵观“11·22”事故的整个过程
以及之前暴露的隐患可以看到，如
果中石化及早认识到管线隐患的严
重性并采取相应措施，这场重大责
任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中石化两年
前发布隐患整治报告，就明确指出，

“原本管线所处的郊区现在变为繁
华城区，建筑物众多，人口密集，部
分管道陆续被占压，导致管道无法
抢、维修，即使一些没有占压的建筑
物也离管道较近，无法进行管道防
腐层大修。”在中石化方面，所谓的
隐患已经近乎于“明患”，可惜的是
只看到了却没有做到。因为侥幸心

理，“带病生产”一拖两年直至输油
管线发生大量泄漏；因为侥幸心理，
中石化施工人员竟然在居民还未疏
散的情况下就挖开了现场路面。从
原油泄漏到爆燃事故发生，中间有7

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都白白消耗
在不紧不慢的施工过程中。按照法
律规定，管道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必
须“按照规定及时通报可能受到事
故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姑且不论管
线发生泄漏之后，中石化方面究竟
通知了当地哪些政府部门，事实是
当地受到严重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
未接到管道企业的通知。这足以证
明作为央企的中石化与地方政府部
门在安全生产上的沟通和联动并不
理想。

中石化是央企中的“巨无霸”，
财力雄厚有目共睹，也是很多地方
政府的“座上宾”。但作为国有控股

企业，中石化还应该成为推进国家
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
力量。现代化在国家层面的含义其
实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具体到企业层面则是管理
的现代化，其中安全生产的管理无
疑是第一位的。“安全是1，其他都是
0”，这句话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社
会。安全生产是所有企业都应承担
的一个社会责任，如果说央企应该
成为表率，中石化就应该在央企中
成为榜样。

安全管理衡量着一个企业或一
个地方治理水平的高低，类似“11·
22”事故的重大责任事故今后能否杜
绝，考验着政府监管，也考验着中石
化。中石化手中握着管道阀门，也握着
安全阀门，希望他们能在这次事故之
后呈现出全新的安全生产面貌，以此
作为给全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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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张贵峰

据媒体调查发现，全国24个省
级行政单位250个地级市共有1750

个副市长，平均每个地级市配置7名
副市长，配置6-8名副市长是常态。
(《新京报》11月25日)

包括地级市副市长在内的各种
“副职配置膨胀”，究竟是怎样形成

的、根源何在？专家认为，根在“官本
位思想造成官位扩张”。笔者则认
为，关键是法律层面缺少明确规定。
比如一个市、县，究竟最多可以设多
少副市长、副县长，现行《地方政府
组织法》实际上并无明确规定。其
次，配置和确定“副职”岗位数量的
具体衡量标准、依据是什么，现行法
律同样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如是而论，副市长这样的副职
配置之所以会趋于“膨胀泛滥”，归
根结底其实是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

中，“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
不住的手’”。正如国务院秘书长杨
晶此前披露，“目前中央层面仍有
15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
层面还有1 . 7万个”。在如此规模巨
大的地方政府审批权配置下，作为
与权力配置直接对应的副职官员配
置不断趋于“膨胀泛滥”、难以有效
遏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葛公民论坛

“市长多配”源于“市场少配”

改进安全管理才是最好的交代
安全管理衡量着一个企业或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高低，类似“11·22”事故的重大责任事故能否杜

绝，考验着政府监管，也考验着中石化。

葛一起学“决定”

□郑新立

我参加了二十多年的中央文
件起草，每一次写到教育这一部
分，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但是要想
有突破又很难。这次我们感到比较
满意，估计我们老百姓有子女上学
的家庭也会感到满意。

首先，我们将会摆脱择校的难
题，现在孩子为了上一个重点学
校，家长不得不花钱，花钱还进不
去，说媒体误导，说“不要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人家德国在小学阶
段不允许留家庭作业，特别是幼儿
阶段，不允许搞知识性教育。到了
初中阶段，才逐渐加大课程的力

度，结果德国人和德国后裔的这些
子女，得诺贝尔奖的占整个诺贝尔
奖的三分之一。我们这么努力，结
果我们国内拿诺贝尔奖的一个也
没有。这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制
度，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摧残我们青
少年的。（作者是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

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

《决定》指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
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
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罗燕

近日，又一股“正能量”喷涌升
起。10岁男童袁德旗帮奶奶扫马路、
捡废品补贴家用的事迹被多家媒体
报道。与前段时间“卖烧烤的小女
孩”高雨欣成为“最美孝心少年”一
样，袁德旗也作为坚强、孝顺的“好
少年”被众人称道。

这些“正能量”对于未成年的孩
子而言未免颇显沉重。是谁让稚嫩
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大多数报
道写得动人，却看不到这种诘问。正
在成长中的孩子理应由更多的时间
休息、学习、玩耍，让他们帮助亲人从
事繁重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触犯。当家庭
的力量不能保障儿童的权利时，社会
救济的力量为何也缺位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儿童救助体
系有太多的漏洞。儿童往往被视为
家庭的孩子，而不是社会的孩子。相
关部门与其花时间表彰“先进”，倒
不如投入力量对困难家庭的孩子伸
出援手，帮助每一个孩子获得均等
的成长环境。而对于公众来说，如果
继续消费这些孩子的“正能量”，只
会让本该承担责任的机构忽视问题
的严重性，继续麻木下去。

葛时事微微谈

有些“正能量”

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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