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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朋友友圈圈风风凉凉话话刷刷屏屏，，这这真真的的不不好好
更多市民认为未雨绸缪总比措手不及强

从官方到民间，整个城市都在争分夺秒进行应急防汛时，微信朋友圈里却冒出了不少调侃。气象局甚至被捧成了“网红红”，承受着不同
“款式”的戏谑。经历过九年前“7·18”伤痛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面对段子手的欢场有丝毫的愉悦。这个城市在历次暴雨中的成长、应对
和反思，虽不完美，但迟到的暴雨和不准确的预警，都不能成为嘲笑的对象。

■暴雨教会我们·舆情反思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见习记者 张阿凤

防汛措施很严肃
朋友圈里调侃多

“我建议你呀，明天直接在
公司附近订个宾馆，不要考虑
回家了。因为你回家也不一定
打得上车，打上车也得花个上
百块，还不一定几点能到家。”
18日晚6点左右，李坤在下班回
家的出租车上，首次听到了19
日济南暴雨的消息。

司机的建议让李坤很不理
解。恰逢公司微信群也传开19
日暴雨的消息，行政人员还建
议大家穿拖鞋短裤上班，“做好
趟水的准备”。

“有这么夸张吗，不就是一
场雨吗？”李坤在公司微信群说。
他今年年初才到济南，对很多人
谈之色变的“7·18”不以为意。

19日下午4时，李坤朋友圈
里的不少同事“炫耀”起早下班
的福利，但说好的暴雨却迟迟
未到。守在办公室里正无聊的
他，被朋友圈里的一条段子逗
得笑出声来。

“今天这雨必须要下！今天
的雨不是一般的雨，是集中了
万千济南上班族期待的一场
雨……所以必须要下，有雨要
下，没有雨创造雨也要下。”

很快，类似的段子在朋友
圈和微信群中越传越多。“希望
今天不要下大暴雨了……我也
不敢出去，万一漂走了被人捡
到怎么办，虽然不是很美，但还
是很能干，有人捡到肯定不会
还的……”

比以往更加严肃的防汛措
施，再加上迟到的雨，给了段子
手充分的创作空间。一条条段

子刷屏朋友圈，不少市民也跟
着调侃起来：“都打算好游泳划
船捞东西去了，所以这雨到底
还下不下？”

如果真正经历过
可能很难笑出来

看到朋友圈横飞的段子
时，“老济南”陈严却笑不出来，
甚至有着隐隐的苦闷和愤怒。

“我不知道传播段子的人，
是不是都经历过‘7·18’。至少
我在看到有人拿‘大水冲来几
辆车怎么办’来调侃时，是很难
接受的。就在九年前的7月18
日，大水冲走了一辆面包车。”
陈严说。

在济南市政部门工作的小
刘也笑不出来。为了应对这场大
雨，他19日晚没打算休息。“这几
天一直在忙，巡查路上可能出现
问题的区域，19日晚上还得等
着，出现问题随时去解决。”

不仅是市政部门在忙活，
19日当天，市公交公司、市人
防等相关部门纷纷拿出了应
急预案，做好打一场攻坚战的
准备。气象部门也一直在进行
紧张的会商，“市民每一次拿
下雨时间打趣，其实都是在给
我们压力。”市气象局工作人
员小王说。

如果开玩笑能把这些雨开
走了，那就好了。在一家物业公
司工作的尹先生表示，由于他
工作的小区地势比较低洼，为
了防止雨水流进小区的车库地
下室，他们提前做了很久的准
备。“19日晚，我们的男工作人
员都留下值班，准备抗洪，这应
该是个严肃的时候，怎么能开
玩笑呢？”

市民于女士对于类似玩笑
也挺反感，原因是她九年前的经

历。“在那之前，我也觉得下大雨
没什么，但现在一看到下大雨就
害怕，就盼望赶紧停下来。”

于女士说，“7·18”那天，她
在下班前看到室外已经下起了
瓢泼大雨，但没当回事，还觉得
这么大的雨是挺好玩的事儿。
回家路过山师东路时，脚下一
下子踩空了，幸好被旁边一名
男子一把拽住。这时她才发现，
她刚才差点掉进一个被大雨冲
掉井盖的下水道里。

“在宝贵的生命面前，就会
觉得这些疾风骤雨还是越少越
好。”于女士说。

保证市民安全前提下
打提前量很有必要

19日晚，下雨的时间从傍
晚推迟到19时、20时、21时。朋
友圈里的段子越来越多，有人
开始起哄市政府提前下班的决
定，认为如果这雨不下或者下
得不大，济南是不是很尴尬？但

市民王先生却不这么想，“下雨
的时间无法掌握，市政府在保
证市民安全的前提下，把提前
量打出来是有必要的。”

“7·18”那天的记忆还留存
在济南人的脑海里，那天的暴
雨正值下班高峰，车流人流密
集。当时，济南全市50多处路
口、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交通断
绝，造成约3 . 8万辆机动车滞
留在市区道路。济南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在2007年曾经
有一个数据，当特大暴雨来临
时，因积水滞留在道路上的人
员约100万人，绝大多数因灾伤
亡事件发生在户外和街道上。

王先生表示，如果按照正
常时间下班，很有可能还会像

“7·18”一样，把人们都淋在路
上，那可就很麻烦了。

应对此次暴雨，济南搞出
这么大的阵仗，如果不下雨了，
会尴尬吗？对此，济南市委书记
王文涛在19日上午察看重点工
程防汛时说的“宁愿十防九空，
不能失防万一”其实就是最好
的答案。

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说，很
多人在调侃那张应对极端天
气通知单上的内容和它的发
出部门，行走在济南的人，未
必都知道2007年7月18日发生
在这座城市的。哪怕让一个防
患于未然的举措最终没被派
上用场，也不要因它的缺席而
演出悲剧。出于对民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尊重和保障，无论天
气预警是否准确，都值得为那
张通知单上的内容和它的发
出部门点赞。

无论这雨下不下
应急都值得点赞

对于这种调侃，有人觉得

应持有宽容的心态，有人却认
为过分狂欢要不得。

在资深舆情分析师庞胡瑞
看来，此次暴雨预警中，之所以
出现大量段子，和现在的话语
环境偏娱乐化有关。自媒体时
代，人人都是娱乐的参与者，段
子恰恰能达到最好的传播效
果。段子的传播过程，在某种程
度上有利于暴雨预警信息的传
播。同时，暴雨段子传播广，也
说明了群众对政务信息的关
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这也提醒气象部门和相关政府
部门，需要以此为动力，不断提
升信息的准确性。

“我相信，如果真出现险情，
这些段子手也可以摇身一变成
为防汛救援信息传播的中坚力
量。如果他们在路上看到有人遇
险，也会伸出救援之手。其实，每
一个段子手背后都有一颗公益
的心、责任的心。段子确实冲淡
了暴雨预警的焦灼感，但不等于
防汛工作的标准就降低了、效果
就达不到了。”庞胡瑞说。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友
认为，有些段子的调侃程度过
分了，对市政府防汛准备的嘲
讽更是要不得。网友“纯属假象
而已”说：“无论济南的这场暴
雨是否如期而至，这种遇见极
端天气就提前下班，把人民生
命财产放在首位的行为都是令
人感动的。”

网友“Larryforever”则给
出祝愿：“一座严阵以待的城
市，弹性的工作时间，一线的防
汛人员，从牺牲一切也要保护
国家财产到不惜一切代价保证
不死人，彰显时代进步的同时，
也要记得是这些年无数人的奉
献积累下了今天的物质财富基
础，才让我们有底气去应对这
一切。”

19日晚，历城公安分局巡警一中队进入一级警备，在辖区内洪楼广场、山大南门等主要路段增设警力，预备好救生圈、救救生衣等设施，随时准备投入救援。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19日的暴雨成了朋友圈里

热议的话题。 手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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