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
编辑：闫杰 组版：刘燕

时评

指责“爱心妈妈”的早干什么去了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场大火夺去了7名被
收养孤儿的生命，也险些毁
了袁厉害的“爱心妈妈”形
象。河南省兰考县“1·4”火灾
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受到了
舆论的严厉指责，25年收养
弃婴过百的袁厉害更是被推
到了风口浪尖。先是兰考民
政局给袁厉害定了“非法收
养”的罪名，后有法学专家指

出袁厉害或涉嫌过失致人死
亡罪。总之，当天因送孩子上
学躲过一劫的袁厉害似乎成
了“元凶”。

诚然，如果没有这场火
灾，当地政府不用焦头烂额
地应对媒体的追问，也不需
要在镜头前承认自己的“监
管不力”，袁厉害收养的孤儿
们可以继续过着生死有命的
生活。其实，政府的“无为而
治”和袁厉害的“见义勇为”
早已形成了一种默契。虽然
民政部门知道袁厉害的收养
行为存在法律上的问题，但

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去中止
它，原因当然不在于袁厉害
有多么厉害，而是袁厉害的
收养行为在客观上担起了民
政部门的责任。因为这种默
契，众多弃婴孤儿的命运就
被转移到了一个社会底层妇
女的肩上。如果不是这场火
灾，袁厉害的“爱心妈妈”形
象应该会更加鲜亮。只是因
为灾难太重，有人才开始抹
黑这个妇女的形象，试图通
过对个人的道德批判掩盖政
府部门的失职。

像袁厉害这样因为人性

中的“不忍”而行善的大有人
在，他们往往是一些并不具
备收养能力的社会底层人
士，比如淮南人谢海顺、惠
州农妇陈元娣都曾为养育
弃婴而乞讨，也都得到过舆
论的赞扬。这些人几十年如
一日艰难行善，为社会道义
守住了底线，因为这些处于
灰色地带的收养，众多弃婴
才不至于夭折在襁褓里。他
们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可
进可退的屏障，平安无事时
是大爱无疆的榜样，出了事
故就很容易成为政府的“替

罪羊”。
如果没有这场火灾，袁

厉害将来也许可以成为“感
动中国”的候选人，现在不仅
面临着可能到来的刑事追
责，还不得不发毒誓证明自
己的清白。而最可悲的则是
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幼小生
命，他们原本应该得到一个
坚强的保障，在某个福利院
或者某个正常家庭中健康成
长。火灾无情地烧穿了足以
令当地尴尬的民政福利现
实，尽管这个地方还不算发
达，各类办公场所一定应有

尽有，却偏偏没有一个给孤
儿遮风挡雨的福利院。其中
原因当然不都是因为穷。

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生
存权，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职
责，每个弃婴孤儿都有权利
得到政府的救助。民间收养
是善行，而政府救助是本分，
也就是说为弃婴孤儿守住生
命底线的应该是民政部门，
而不是各地的“袁厉害”。但
愿以后我们再看到相似的

“袁厉害”时，不再只是感叹
民间的大爱，还能想着提醒
政府去尽责任。

“爱心妈妈”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可进可退的屏障，平安无事时是大爱无疆的榜样，出了事故就很容易成
为政府的“替罪羊”。为弃婴孤儿守住生命底线的应该是民政部门，而不是各地的“袁厉害”。

别怪乘客素质太差

让“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再神秘

很多人的心目中，“人民
日报评论员”不是一个评论
员，写的也不是评论，而是代
表着一种政治规格和政治风
向，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和高
层的取向。过度阐释“人民日
报评论员”和过度解读“人民
日报评论”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这当然是不正常的。

《人民日报》推出评论
版，是对“人民日报评论员”
的祛魅。其一，没有评论版的
时候，人们可能因为这份报
纸“评论少”而对这种文体作
出过度的阐释，现在这份报
纸上评论文章多了，周一到
周五每天一整版文章，哪里
有那么多的“中央声音”和

“高层背景”啊！其二，这份报

纸在开版时说得很清楚：“我
们还将努力把评论版打造成
干部论政的平台、学者争鸣
的空间、群众议言的广场，在
交流、交融乃至交锋中，传递

‘中国好声音’，谋求最大公
约 数 ，推 进 社 会 前 进 的 步
伐。”人家表达得很清楚，这
里的评论跟其他媒体的评论
是一样的，是群言的平台、众
声的广场，不是高层的话筒
和传声器。(据《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林)

摘掉“死亡第一”

帽子不值得宣扬

近日，贵州省人民政府
召开煤矿安全生产情况新闻
发布会，宣布经过不懈努力，
贵州省2012年煤矿事故数量
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一举
摘掉了戴了12年之久的“煤

矿事故死亡人数全国第一”
的“帽子”。

数据反映出贵州省煤矿
生产安全形势的确在逐渐好
转。但要知道，贵州省去年全
年仍然发生了58起矿难，平
均每周一起，死亡人数117人，
平均每三天有一名矿工死
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
样的数字都仍然是触目惊心
的。

贵州如此畸高的煤矿死
亡率绝不是什么政绩，即便
连续12年矿难死亡人数“全
国第一”的帽子摘掉了，也不
过是对历史欠账的弥补刚刚
开始。冰冷数字背后是一条
条生命正在消亡的现实，如
果主管领导仅因为沉疴稍解
就意欲宣扬的话，也就不难
理解网友为何对一条新闻通
稿如此不依不饶了。据《新京
报》，作者：伯通)

封二

>>媒体视点 >>争鸣

□王琳

从媒体报道和网友爆
料来看，长水机场1月3日
之乱象，实非大雾所能解
释。如：在登机前乘客并
没有接到航空公司的任
何电话提醒；在机场候机
的过程中也没有工作人
员来组织安排乘客们的
休息、饮食；机场内的饮

水机供不应求，连冲泡面
也得排起长队；空调设备
也玩起了罢工，旅客们不
得不就地取材御寒。最令
旅客无法接受的是，机场
的信息沟通机制几乎陷
于瘫痪。

云南作为旅游大省，
理应有个配套设施齐全、
后续服务良好的机场，而
非金碧辉煌的机场粉饰。

这里的服务，当然不只包
括常态条件下的服务，也
同样包括在一些特定情景
发生后 (如突发事件 )，机
场、航空公司以及相应的
政府部门能够迅速启动预
案，引导事件向好的方面
转化。危机应对也好，应急
措施也好，这都不是凭空
而来的。制度需要完善，更
亟待切实执行。

全怪服务管理不到位

1月3日至4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出现大雾天气，造成云南

民航史上最大规模航班延误。据媒体报道，当日共有440个航班

取消，万余名旅客滞留，有愤怒的旅客甚至打砸客服柜台，酿成

暴力事件。不期而至的大雾是个客观事实，无从指责。但本应如

期而至的危机应对迟迟未到，那就不得不作番追问。

□金真

笔者这几日亲身经历
了“雾锁长水”，对此感触
颇深。不少网上看热闹的人
认为乘客的素质太差，不听
从机场的指挥，还冲击登机
口和值机柜台，导致现场乱
作一团。但其实混乱的产
生、心态的变坏甚至是乘
客“绑架”乘客事件的出现
都有一定的原因。

首先，机场地勤和航
空公司的服务存在着明显
的缺失。在长时间的混乱
局面中，整个机场大厅的
广播处于聋哑状态。而航

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频频
变卦，来回请示，拿不定主
意。

其次，机场环境的恶
劣让问题“雪上加霜”。长
水机场内的温度只有个位
数，整个候机楼犹如一座
冰窖。不管是站是坐，只要
身子不动就会瑟瑟发抖，
更不要谈睡觉休息了。对
此，机场方面给出的解释
是供暖系统正在检修，但
问题在于笔者2012年12月
30日来到该机场时就已是
这个模样了，难道检修了
都快一周了还没修好？

再次，机场和城市的

联动存在很多问题。有乘
客打电话给市政府，但市
政府说机场是企业，不归
他们管，他们能做的只是
出动警力维持秩序、出动
大巴接送客人。据了解，机
场地铁25分钟一班，一次
能运载近1200人，这么大
的运力本来完全可以在疏
散工作中起到主导作用，
但遗憾的是地铁在6点多
就非常规矩地打烊了。

笔者希望各地的城市
和机场能够吸取这次长水
机场的经验和教训，不要
再让昆明版“人在囧途”再
次发生。

□佘宗明

大雾突袭，让人猝不及
防，无疑是这次机场滞留事
件的引线。但滞留造成机场
瘫痪，冲突频现，恐怕还须

“多面归因”：天时不利，乘
客的“心灵雾障”，固然会恶
化事态；可若是公共服务得
当，又何至于怨气堆积？

应该说，对机场、当地
政府等多方而言，人群蜂
拥和糟糕天气，是对硬件
配置和危机处理的起码考

验。作为管理方，只有做
“最坏预设”，才能在关键
时刻“不掉链子”。

遗憾的是，“捉襟见肘”
的服务，粗糙的临时应对，
非但没能给乘客“灭火”，反
而在“点火”。长时间滞留，
让乘客焦躁情绪逼近临界
点；而差劲的服务，又在撩
拨着其忍耐力，冲突激化，
以至于出现罕见的“砸柜
台”，也就不难想象。

一场堵心之旅，总会
连接着对“地方形象”的认

知。有网友吐槽称，昆明是
“一座来了就走不了的城
市”，话虽偏颇，却说出了
这场延误对城市形象的损
害。对城市形象而言，口号
是“毛”，细节性改善才是

“皮”，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当地方形象宣传得丰
满，遭遇的是民众实地体
验的骨感，那么，再美好的
标榜，都会变成负累。

做“最坏预设”才能“不掉链子”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南方

有关此次延误事件的
原因分析中，被很多网友反
复提及的是机场的地理位
置，雾气大的长水机场刚修
建不久，当初之所以选在此

地，是权衡各种利弊后的无
奈选择，机场当初规划的合
理性遭遇部分人的质疑。

就航班延误这一普遍
现象而言，不能将责任单
纯归结于机场，有必要重
视其他责任归属，比如当

前大量空域未向民航开放
即被认为是一大主因，此
外，航空公司运行管理亦
是重要因素，机场、航空公
司等各方提升自身工作效
率，相互合作，显然亦是缓
解航班延误的必要举措。

别把板子全打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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