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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辆客运大巴在湖
南省宜凤高速宜章县境内发
生交通事故起火，致35名乘客
遇难。媒体报道，多名伤者表
示，事发时司机未开车门率先
逃生，大部分乘客未能脱困，
被烧死在车中。除此之外，还
有伤者表示，“乘客发现情况
不对后，就开始在车上找锤子，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如果说司机在未打开车门
时率先逃跑，是在求生本能的支
配下做了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
那么安全锤有无缺失更应该查
清，因为事故的最大根源很可能
就在其中。要切实避免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管好安全锤比提高司
机的道德觉悟更关键。

安全锤进入公众视野，始

自2009年成都“6·5”公交车纵
火案。由于乘客普遍不熟悉安
全锤的使用，丧失了破窗求生
的黄金机会，此案最终导致27
人死亡74人受伤。此后，各地公
交都加强了对安全锤的管理，
要求每车必备数量不等的安
全锤，并对乘客进行必要的培
训。但是，随后各地又出现了
安全锤不断丢失的问题，据说
像沈阳、武汉这样的城市每年
丢失的安全锤曾经高达五千
把。安全锤丢丢补补，逐渐成
了公交企业的累赘，于是侥幸
心理和麻痹思想又成了常态。
2013年，厦门发生公交纵火案，
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媒体
在反思事故原因时指出，从乘
客没有使用安全锤敲窗逃生

的情况来看，要么该公交车没
有配备一定数量的安全锤，要
么乘客安全逃生知识缺乏，不
会使用安全锤，导致安全锤形
同虚设。公交车安全锤问题再
次引发舆论关注，各地公交又
开始了新一轮的“补锤”行动。
但是，从湖南发生的这起事故
看，在乘客生死攸关的时刻依
然没有看到安全锤起作用。

其实，安全锤被盗并非无解
的难题，一些地方已经用加装报
警器的方式做到了安全锤防盗。
但是，技术细节上的改进没能治
愈一些人的健忘症。这些年，安
全锤似乎成了公交车上的“摇摆
锤”，只要出了恶性事件和严重
事故，安全锤就会受到应有的重
视，一旦记忆淡漠了，有没有安

全锤都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古希
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
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的
公交安全却是多次毁在了安全
锤上，不能不让人感叹一些人的
健忘和麻木是多么的顽固。

不止在安全锤上，类似“电
梯吃人”“井盖吞人”等公共安全
问题，在很多地方也是犯了改，
改了犯，生生地把小毛病拖延成

“不治之症”。这些问题归根结底
都源于安全意识的缺失，把成本
看得太重，把生命看得太轻，从
而疏于日常的防范和演练。可以
预见，发生在湖南的这起事故一
定会引发新的震动和新的“补
锤”行动，但是安全锤能否真正
起作用，关键还是要看监管部门
能否做到标本兼治、常抓不懈。

多用“安全锤”敲敲麻木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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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加分看投资，给公平减了分

□毛建国

6月接近尾声，高考之后，各
地中考大幕也渐次落下。考场之
外，另一件事牵动着家长们的神
经：中考加分。不同于考场上实
打实的较量，获得加分意味着孩
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发，与起
跑线前的其他考生拉开差距。在
现实中，加分不仅种类繁多，而
且很有“地方特色”。譬如，在宁
夏银川，凡投资500万元以上的
企业家子女可降低一个分数段

参加录取，每个分数段为10分。
（6月27日《人民日报》）

当下，教育竞争已经从高考
漫延到中考，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中考竞争比高考竞争还要激
烈。很多地方，出于发展职业教
育的需要，甚至为了高考数据漂
亮，把大批孩子往职业学校

“赶”。对于学生来说，考高中的
压力丝毫不逊于考大学，而中考
加分带来的5分、10分甚至20分的
差距，显然令人无法平静。

目前，各地中考加分大致
可分为两类：政策类与鼓励类。
其中，政策类加分政策大多为
全国性的加分项目，比如烈士

子女、军人子女等。而鼓励类加
分政策则多为地方性，主要包
括艺术类、体育类、三好学生、
优秀干部等，“家长投资500万
可加10分”也属于此类。如果有
心调查的话，这一类加分千奇
百怪，有些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比如有些地方曾经规定，父母
献血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让
子女享受加分政策。

从实际来看，目前出现的
问题，基本都是“鼓励类”。这也
容易理解。在一个权力加持的
空间里，权力的影响可谓无所
不在。而权力有一个特性，那就
是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

走，当权力认为道德重要时，就
会把道德捧得无以复加；而当权
力认为招商重要时，就会让招商
引资压倒一切。在这样的背景
下，加分作为一种“速效救心
丸”，当然会被频频采用。

在贴近公平性上，这些年来
高考加分做出了一定努力。一段
时间以来，针对高考加分乱象，
有关方面一方面从控制总量着
眼，取消了一些加分项目；另一
方面从程序规范入手，加大程序
透明，尽量做到合理合规，杜绝
了一些加分的暗箱操作。事实证
明，能减则减，能公开则公开，从
这两方面入手，能够尽量减少加

分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高
考加分已经做出了努力，中考加
分同样应该如此。

如今面对这么多的中考加
分，特别是一些富有“地方特色”
的中考加分，很有一种教育不
公平“从娃娃抓起”的味道。不
必讳言，中考加分实质是给公
平减分，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权力之手伸得太长。这也提醒
人们，教育不公平别“从娃娃抓
起”，当前有必要一手抓精简一
手抓透明，减少考试加分对教育
公平的戕害。

技术细节上的改进没能治
愈一些人的健忘症。这些年，安
全锤似乎成了公交车上的“摇摆
锤”，只要出了恶性事件和严重
事故，安全锤就会受到应有的重
视，一旦记忆淡漠了，有没有安
全锤都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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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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