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评论 2015年8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娄士强 组版：郭传靖>>>>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不容质疑，怎么反思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天津市公
安局消防局长周天谈及壮烈牺牲的
战友时数次哽咽，“这个当口，不要
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了。殉职官兵
的家属，还有躺在医院的官兵，当他
们听到对‘冲向火海’的质疑时，他
们心里怎么想？”

的确，想想那些年轻的生命，想
想逆火而行的最帅身影，没有人愿
意看到英雄流血又流泪。正是出于
对已故英雄的缅怀以及对他们亲属

的尊重，谨言慎行是必要的，但这并
不意味着整个救援行动不容置疑，
不能反思。由痛惜牺牲的英雄，引申
到关爱消防员群体，从事故中汲取
经验教训不可或缺。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有讨论和争辩，很可
能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但这绝
非恶意的“伤口上撒盐”。

众所周知，消防极具专业性，
里面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 家
中油锅起火，人们被告知要盖上
锅盖，而不是浇水；在一些公共场
所，也能够见到指导人们应对不
同火情的告示牌；就连周天面对
外界质疑“冲向火海”时，也以“消
防部队的处置是科学的”来作回
应。既然涉及到科学问题，那就存
在讨论的空间，讨论必然意味着

有不同观点的争锋，只要讨论是
在技术层面上的，而非单纯的情
感发泄，就不应被理解为只能增
加痛感的“伤口上撒盐”。

都说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讨论
增强对消防工作的科学认知，让一
线的消防员减少伤亡，这才是告慰
英雄、尊重英雄的务实做法。在后续
扑救工作中，面对依旧复杂难料的
事故现场，之所以未再造成救援人
员伤亡，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及时转
变策略，由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确定
了“暂缓扑灭，确定好具体方案再实
施；密切环保监测，派防化团进现
场”的要求。如果没有及时的反思、
调整，而是仅凭“一股劲”往前冲，则
很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不让英雄亲人心寒，这是公共

讨论应该坚持的一个底线，但也要
认识到，大家讨论的是救援指挥
有无不当，而不是否定消防员的
牺牲精神。因为相关的讨论特别
是相对专业的观点，很有可能影
响到日后的追责工作，不可避免
地会招致潜在责任人的抵触，这
种抵触在以往一些“人祸”造成的
重大事故中是很常见的。越是这
样，越证明质疑的必要性，此时恰
恰需要充分的言论空间，让舆论
监督、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推
动追责工作的进行。

要知道，救火英雄不会因为质
疑声而被抹黑，他们的功绩早已得
到公众的认可。而相关责任人如果
为了逃避追责，拿英雄当“挡箭牌”，
才真的是“伤口上撒盐”。

由痛惜牺牲的英雄，引申到关爱消防员群体，从事故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可或缺。在这个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讨论和争辩，很可能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但这绝非恶意的“伤口上撒盐”。

□范子军

国家旅游局等三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导游劳动
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旅行社要探索建立基于游客
自愿支付的对导游优质服务的
奖励机制”。（8月20日新华网）

“小费”是西方消费文化中
的一个特色，出于认可服务和约
定俗成而给服务生“打赏”。对于
国内民众来说，这还是个陌生之
物。没有消费文化支撑的导游小
费合法化，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导
游与游客之间的矛盾？导游小费
合法化了，医生、司机等其他行
业红包是不是也该合法化？

个别导游之所以为强制游

客购物而无所不用其极，主要就
是为保障自己的收入。小费合法
化后势必面临游客给不给、给多
少以及导游要多少、怎么要的问
题，使得导游和游客的矛盾走向
直接、公开。国家明文禁止强制
购物，个别导游觉得没达到预期
数额尚且动粗、耍横，合法化的
小费如果不能让导游心满意足，
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改变导游的处境，关键在于
明确旅行社与导游之间的用工
关系和薪金标准，取缔超低价、
零负团费等畸形旅游团，彻底铲
除强制购物赖以滋生的业态土
壤。然而，相关部门绕开这一核
心问题，把主意打在了小费合法
化上，既本末倒置更荒诞无稽。

小费合法化缺乏文化支撑

□崔滨

在爆炸发生后不到24小时之
内，《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就
将视线聚焦在爆炸的原点瑞海国际
之上，在这篇广为转载的《天津爆炸
的涉事企业，到底什么来头？》中，作
者独孤九段最早发问：“为什么哪个
渠道都无法获知现场危化品的数量
和种类？”“为什么这个危险品堆场
周围有这么多的居民楼？”“瑞海国
际又是如何跳出安监部门和城乡规
划部门的监管，进入违规经营的无
人之境？”

来自权威央媒《人民日报》的喊
话无人应答，另一
家权威央媒新华社
的实际调查也令人
疑窦丛生，在《瑞海
公司资质三问》中，
新华社记者发现了
瑞海国际“曾经8个
多月无照经营危化
品”、“其从事危险
化学品运输存放的
安全评价报告无从
查询”以及“公司设
立的环评审查中的
周边民意调查涉嫌
作伪”等诸多疑点。

但这一切，多
达8场的爆炸事件
处理新闻发布会，
竟然没有透露任何
实质性信息。凤凰
网在其社评《天津
爆炸“血的教训”是
什么》中愤怒地表
示：“国家领导人习
近平就爆炸事故再
作指示，‘血的教训
极其深刻，必须牢
牢记取’。对破坏力
惊人的危化品，监管疏漏至此，恐怕
才是最大的‘血的教训’。”

最先被舆论关注的监管疏漏，
是来自安监部门的安全评价。《中国
青年报》集中火力用两篇评论予以
强调，其评论作者余明辉质疑：“惨
烈事故的发生，足以说明，地方政府
和有关主管部门并没有尽到自己的
严管之责，折射的是他们在安全监
管，至少在瑞海公司的安全运行上
的监管之虚。”

评论员冯海宁则接棒发力：“如
果因为此次事故，安评制度从部门
规章‘升级’为国家法律，如果公开
重大项目安评报告纳入强制性要
求，相信安全生产事故会大大减少，
类似于天津特别重大爆炸这样的事
故或可避免。此外，有必要对国内安
评行业进行大检查、大整顿，一方面
应重新审视重大项目尤其是危险品
项目的安评报告，看看是否依法操
作；另一方面，要对几千家安评机构
进行整顿和规范，按照‘简政放权’
的要求，让安评机构与官方背景脱
钩。”

一边是管理层面的制度与执行
如“牛栏关猫”，让舆论哗然；另一边
瑞海幕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让
各家媒体抖擞精神，誓将疑云拨开。

18日，天津警方宣布已将瑞海
国际的10名负责人控制的消息，让

《新民晚报》按捺不住，在《尽快查明
瑞海国际真实面目》中大声质问：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瑞海国际何以
能在短短数年间构建起货运物流、
危化品仓储、货运代理、国际贸易、
海关报关等庞大的业务链条？同类
央企中化集团尚且租用了瑞海国际
的仓库，这似乎足以证明瑞海国际
的实力，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
竟然逾越了国家法律与制度的底
线。谜一样的瑞海国际，到底有一个
怎样神通广大的‘带头大哥’，又对
应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

并没有等待太久，新华社在8月
19日的《“失控”的炸药包——— 瑞海

公司调查》中起
底瑞海国际的两
大股东，二股东
董社轩的父亲，
是天津港公安局
原局长董培军；
而“带头大哥”
于学伟，则是前
中 化 集 团 天 津
分 公 司 的 副 总
经理。两人一在
公安、消防领域
有巨大能量，一
在 危 化 品 贸 易
行业浸淫多年，

“ 强 强联手”让
瑞海国际在短短
几 年 间 层 层 通
关，迅速壮大。

如此背景让
《新华每日电讯》
评论员易艳刚不
由感慨，“很多时
候，我们并不缺
监管制度，问题
是有些‘有背景’
的人总能绕过监
管；要想亡羊补

牢，或许也不必再立新规，监管者对
所有人、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严格照
章办事就已经足够。”

就像易艳刚担忧的，“如今在一
些领域、一些行业，规则若有似无，
于是乱象丛生。为了在弱肉强食的
丛林社会中生存下来，普通人想方
设法结交所谓的‘人脉’，力图让自
己也有‘背景’，有点资源的人则努
力寻求更大的‘靠山’，最终导致了
更严重的社会混乱。”

而这种“更严重的社会混乱”，
则让《新京报》心怀警惕，其在社论

《正视爆炸带来的安全感危机》中提
醒我们，“短短四个多月，加上这次
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经有了至少5次
化工厂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
频发的叠加效应，加剧着公众对城
市安全的焦虑。而安全感的修复，需
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抚慰，更是
一种制度呵护。”

1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
消息，将这场因瑞海国际引发的
全民危机，进一步引向反腐与依
法治国，而这或许正是所有人希
望看到的，无论权大权小，都必须
被束缚在制度的笼子当中。唯有
如此，才不至于让权力成为破坏
社会规则的“背景”。

“瑞海”疑云

只用了10天时间，天
津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已经闻名全国。正是12
日凌晨，这间公司位于天
津市滨海新区化工危险
品仓库中的轰然巨响，带
走了一百多个鲜活的生
命。但作为灾难祸源，瑞
海国际的真面目始终笼
罩在浓密的云雾之中。穿
透惊天爆炸的烟云，本周
的舆论场把视线牢牢锁
定在“瑞海国际”的疑云
之上。

葛舆论场

新药审批加速

质量不能缩水

国务院8月19日发布《关于
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
度的意见》，要求解决注册申请
积压，争取2016年年底前消化完
积压存量，尽快实现注册申请和
审评数量年度进出平衡。

每年积压的大量申请，让这
场突如其来的国家新药审批注
册改革备受关注。但要考虑到，
审批积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企
业申报质量不太高 ,审批的技术
人手和经费严重不足。再说，新
药审批必须要有临床1至3期的
试验结果，但目前申报数据和信
息,存在较为严重的造假,申报资
料甚至花钱就可以买到。

药品审评速度慢、积压申请
多的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已经不
仅仅是审评的问题，而是制度的
问题，不能只在时间上做文章，而
是要确保时间服从质量。从“是药
三分毒”的俗语来看，科学原理和
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的药物危害性
更大，通不过审批或慢点通过审
批，比快速通过审批要好得多。

更为关键的是，必须加强对
审批环节的监管，既要建立科学
合理严格审批审评机制体制，也
要严防滋生新的“关门审批”“吃
拿卡要”等腐败行为。如此 ,药品
审批制度改革的红利才有望惠
及全体民众。（摘自《法制日报》，
作者廖海金）

葛媒体视点

葛公民论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评论员观察

□郑端端

8月18日晚，疑因对表彰名
额存在分歧，广东湛江市政法委
副书记将湛江市副市长给打了；
在现场的湛江市纪委一科室主
任上前劝阻，也遭拳打脚踢。（8

月20日《南方都市报》）
诸如此类曝光官员“全武

行”的新闻不可谓不多。一些人
一旦坐上“官位”，立即和以前判
若两人，脾气见长，对挑战自己

“权威”的人，不是吆五喝六，就
是简单粗暴地动用“拳头”。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正常的评选表彰也有其固定的
程序和标准，即使有异议，也可
以把问题拿到“桌面上”，提提意
见，民主协商解决。打人事件背

后暴露了官员民主协商和法治
意识的缺失，更折射了官员内心
特权意识，以及飞扬跋扈的权力
戾气。这样的官员，连同僚都敢
肆无忌惮“殴打”，要是站在父老
乡亲面前，又会展示怎样的官
威？

究其根源还是权力缺乏约
束和监督，如果不对这种“权力
蛮横”行为严厉惩处，就很难起
到警示作用，更难以服众，还有
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要防止闹剧
重演，一方面，党员干部要自觉
强化法治思维和理性意识，把规
矩和纪律挺在前面，严守底线；
另一方面，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净化权力生态，严肃惩处败
坏党风政风的“蛀虫”，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连副市长都打，这是何等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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