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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上海静安区教师公寓昨日下午
发生火灾。截至当日17时30分，火灾
已导致8人死亡，起火原因尚在调查
中。

滚滚浓烟之中，生命被火舌无情
地吞噬，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惨剧。一
幢28层的高楼，燃烧了3个多小时，救援
部门虽然出动了直升机，仍然无能为
力。触目惊心的火灾现场再次为我们
的城市高层建筑安全敲响警钟。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
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城市面积
却不能无限扩张。为了节约土地，很
多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这些年
在逐步增长，建设高层建筑让城市长
高也成了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据当
地媒体报道，仅上海市高层建筑今年
已达1 . 9万余幢，超高层建筑近1000

幢。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

已经成为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标
志，只是这繁荣之下也有隐忧，建筑
的不断增高也带来了消防难题。不只
在中国，超高层建筑灭火在世界范围
内也是一个难题，“9·11”恐怖袭击之
后的那场大火让很多人至今难忘。

因为超高层建筑灭火难，防可能
比消更有意义，消防意识的培养与城
市文明和市民素质又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
口被转移到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是
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却很难与生活
环境同步改变。就像有些农民工初入
城市不适应红绿灯一样，住在高层建

筑中的人也未必都了解自己应该掌
握的消防与安全知识。面对迅速膨胀
的城市，有关部门确有必要为市民补
上安全教育的欠缺，如果只重视物质
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了对生命的关
照，漂亮的高楼也许会成为毁灭生命
的牢笼。

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可以有快
有慢，但安全问题却不可以或轻或
重，它应该永远被排在第一位。安全
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建筑方面，在食
品、医药、交通、生产等方面也是如此。

很可惜，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相比，安
全时常被一些部门放在无足轻重的位
置。去年，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北配楼发
生大火，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万幸
的是没有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在同样是
高楼林立的上海，这次的火灾最终酿成
了伤亡惨祸。失火公寓楼里的那些居
民因为突如其来的大火，幸福生活转
眼之间灰飞烟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口
号因为世博会在上海举行而几乎家
喻户晓，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应当
明白，这一切都以安全为基础。即便
是经济繁荣的上海，高层建筑的失火
仍然暴露了现代城市的安全隐患，直
升机在浓烟中很难起到救援作用，虽
有云梯灭火，大楼依旧被逐层烧透。

对此，其他城市更应警醒，我们有没
有足够的物质准备去应对可能发生
的安全事故。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

片面追求城市建筑的密度和高度可
能只会增加隐患。一个城市的发展必
须是一种理性的发展，要注重速度、

规模与质量、安全的协调。无论如何，

那些数字都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幸福更重要。

>>声音

真正的爱国,是无论那个瓷瓶

放在哪里,我们都能不忘曾经屈辱

的历史。

——— 有媒体评论，如果数以
百万计流失海外的文物都要以巨

款进行赎购的话 ,无异于再次被
掠、二次被盗。

搞好了就是政绩，搞砸了就

是交学费。

——— 有媒体评论一些地方仓
促上马、匆匆落马的“大项目”。

敏感的中产在遭遇到伤害或

利益受损后，会变成“愤怒的中
产”。

———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院长李强说，中国应培育而
不是伤害中产阶层。

中国发展模式值得学习，我

们不需要自我膨胀，但也没必要
妄自菲薄。

——— 商务部专家梅新育说。

整个亚洲强烈要求美国的参

与及领导，美国被要求处于(区域

的)中心。

———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国
途中表态。

□邵 晓

近几年来，除了房价在持续

上涨以外，还有一些“莫名其妙”

的涨价。生姜、大蒜、绿豆、白菜、

苹果轮流坐庄，这些涨价的奇特

在于让人很难摸清原因。是供给

不足了，还是需求增加了？是批

发价上涨了，还是零售价上涨

了？或者是背后有推手在囤积居

奇？柴油零售价格由国家发改委

制定，不会频繁涨价，于是很多

地方就闹起了柴油荒。

对近期柴油荒的推断，归纳

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说法：一是

“拉闸限电”说。为完成国家节电

任务，一些地方开始拉闸限电，企

业只好买柴油自己发电；一是“批

零倒挂”说。根据息旺能源的监测

数据：11月8日，柴油批发均价为

7765元/吨，而全国最高零售均价

为7480元/吨，批发价高于零售价

285元/吨；一是“需求拉动”说。农

业秋收和渔船海上作业使柴油需

求增大，国外订单集中在年底也

导致企业对柴油的需求增大；一

是“寡头垄断”说。中石油、中石

化两大巨头下的分公司通过停

止批发、限量供应等手段制造市

场紧张气氛，然后借机提价，以

此作为营销策略；一是“国外传

导”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导致

炼油成本上升。

对于“拉闸限电”说，可以解

释部分地区的柴油荒，无法解释

全国这么多省市地区大面积的

柴油荒。“需求拉动”说也不合

理，以往的历次柴油荒也并非出

现在这个时节。“批零倒挂”或

“批零同价”目前普遍存在，但只

是一种现象，不构成原因。“寡头

垄断”是解释中国石油市场问题

回避不了的，但这次柴油荒是不

是由寡头背后推动，只有中石

油、中石化的业内人士知悉，缺

少足够的证据。“国外传导”一说

在本轮成品油调价后无从谈起，

因为柴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

的上升幅度几乎相当了。

其实柴油荒的根源仍在价

格体制。我国实行的是成品油零

售价和批发价由国家发改委制

定的体制。由于零售价格可以监

控，发改委定价可以执行，而批

发价难以监控，往往由炼油厂和

销售企业协议，而炼油厂绝大多

数属于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

司，批发价的协议定价其实就是

垄断企业定价。这就形成了我国

成品油零售价由政府定、批发价

由垄断企业定的局面。当两者不

一致时，就会出现“价格倒挂”的

奇特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库存有油却不能买了。

不论政府定价还是垄断定

价，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垄

断定价会使价格过高而产量过

少，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政府

定价无法反映市场供求，有滞后

性，定价高了会侵害消费者福

利，定价低了会让有资源、有渠

道的人低价进货高价倒卖。因

此，未来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限制

石油巨头在开采、进口、炼油、销

售每个产业链条上的垄断，同时

将定价权交给市场。

柴油荒源于定价机制未市场化

高层住宅失火令人警醒

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片面追求城市建筑的密度和高度可能只

会增加隐患。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是一种理性的发展，要注重速度、

规模与质量、安全的协调。

>>头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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