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紧急救援
也要安全救援】子弟兵车祸遇
险，村民跳河救人。前者令人
痛惜，后者感人至深。大灾面
前，救人十万火急，救援人员
也要自我保护。鱼水情谊无需
多言，祝福他们平安！

@新华视点：【写给困在
废墟里的亲人】困在废墟里的
亲人们，救援力量正向你们伸
出双手。坚持！你必是生命奇迹
的宠儿。中国梦的蓝图里，属
于你的那一笔，你必须亲手描
绘。听见了吗？一个也不能少！

@天府早报：【为遇难者
留住尊严】雅安芦山地震，灾
区民众失去家园。部分遇难者
找不到棺材，不得不依靠临时
的装载物，为遇难者留住最后
尊严。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光明日报：【今天你是
最美的新娘】今天本来是雅安
电视台主持人陈莹的婚礼，但
是她穿着婚纱报道灾情。向

“最美新娘”致敬！今天，你是
全世界最美的新娘！

@京华时报：【整个中国
一跃而起】在这个周六的清
晨，微博等社交媒体显示出了
无与伦比的反应速度，传统媒
体显示出了比以往更快的反
应速度。公众通过媒体紧盯震
情，体现了有序参与重大公共
事务的能力。整个中国一跃而
起，更多考验还在后面。

>>媒体微观点

中国梦的蓝图里

一个也不能少

在灾难中，媒体的声音与
民众的心紧紧相连；有时候，
最简短的语言，却蕴藏着最深
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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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芦山，在伤痛中成长

□本报评论员 金岭

4月20日12时50分，一名
自称地震局内部人员的网
民在百度贴吧发帖散布谣
言，称“4月20日芦山7级只
是前震，成都将于4月22日
发生9 . 2级地震”。成都市公
安局及时抓获造谣者，并依
法予以行政拘留。

强震给灾区人民带来
的恐惧感还在延续，在这种
特殊气氛下，制造或传播这
样的谣言，很可能引起大的
恐慌，酿成意想不到的新灾

难，因此，此类谣言已越过
了法律的底线，是一种不折
不扣的破坏性力量，理应受
到严肃追究和从重处罚。

在重大公共灾难时期
传播谣言，其危害性远比正
常情况下要大得多，后果很
可能是不可控的。强震之
后，尤其是在余震不断的特
定条件下，传播这样的谣
言，无疑是在人为制造和加
剧恐慌，极有可能对震区的
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冲击。

“成都将于4月22日发生9 . 2

级地震”，在地震预测尚属

科学难题的背景下，说得这
么有板有眼，正常情况下恐
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但在
强震已经来临时，社会生活
秩序和民众的心理秩序本来
就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
何与地震有关的信息都可能
被无限放大，极有可能引起
难以控制的群体性恐慌，给
震后的灾区带来更大的社
会压力，进而影响到正常的
救援行动。因此，对这类造
谣者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此刻，那些失去了亲人
的同胞，正沉浸在难以言说

的伤痛之中，那些正在寻找
亲人的同胞，也正处在巨大
的焦虑之中，在这个时候传
播谣言，是拿别人的痛心事
作乐，是对地震遇难者生命
尊严的蔑视，也是对死难同
胞家属感情的漠视。不仅如
此，当下危难时刻，全国上
下都牵挂着灾区人民的安
危，尤其为遇难的同胞而倍
感伤痛，大多数人都希望尽
自己的一分力，分担灾区人
民的痛苦，此时传播谣言不
但添了乱，更是对所有同胞
感情的极大不尊重，同时也

是造谣者儿戏一般的自轻
自贱。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
民间在地震预报方面也在
做着努力，官方机构与民间
机构也在不断寻求合作，毕
竟“防患于未然”是大家的
共同心愿。正因如此，对于那
些明显的谣言才更应该从重
处理，否则，不但社会秩序
会遭到破坏，民间机构的努
力也会遭受“不白之冤”。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
震，让国人沉入悲伤之中。不
同的是，悲伤中迸发出来的
速度和力量更加惊人。从汶
川到芦山，距离不算长，屡受
磨砺的中国却走出了一条清
晰的成长之路，逐渐摆脱悲
情的左右，更加冷静从容地
应对灾难。这些进步，也是我
们直面未来的底气。

芦山地震发生后，不少
民众利用自媒体主动帮助灾
区群众寻找亲人，还有细心

的人发出“给生命让出通道”
的号召，呼吁不要不停地向
灾区拨打电话，尽量把电话
通道留给最紧急的人。从中
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更是在
第一时间投入到了应急救援
工作中，反应更及时、救援更
科学、灾情发布更迅速。民众
很明显的感受是，手足无措
的情绪少了，应对灾难的办
法多了。进步不只体现在应
急能力上，还体现在观念上。

地震能摧毁建筑物，却
不能动摇生命至上的价值
观。芦山地震房倒屋塌，触目

惊心的场景一如往前，但最
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灾区群
众的生命安全。每一次成功
施救都让人激动，每一次刷
新伤亡数字都让人揪心。当
受伤的孕妇被众人合力抬出
废墟时，当“地震宝宝”在医
院的车棚内发出第一声啼哭
时，生命的尊严在灾区尽显。
在救灾的“黄金时间”内，没
有什么消息能比生命的获救
更让人激动。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
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
强不息的古人以刚毅之笔写

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至
今仍激励着我们。短短五年
的时间，我们重建了汶川、玉
树、舟曲等一座座被灾难毁
灭的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中
国在各个领域的进步都不断
提速，这些在芦山地震之后
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更大的
进步是，除了宏大的“多难兴
邦”，越来越多的人更关注具
体而微的个体苦难，每一个
公民的离去都被视为国家的
损失。我们今天正在建设公
平正义的美丽中国，其前提
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而人

最宝贵的是生命。面对芦山
地震，中央领导明确指出“把
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下了直升机就
直奔医院查看伤员情况，为
免疏漏，还指示救灾要“挨家
挨户敲门”。从这里我们读懂
了“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是
它的全体公民”。

今天，我们面对灾难和
伤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冷
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珍
惜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走向
理性和成熟的中国不惧怕
任何苦难。

此时造谣理应从重处罚
强震给灾区人民带来的恐惧感还在延续，在这种特殊气氛下，制造或传播谣言，很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

新灾难。因此，此类谣言是不折不扣的破坏性力量，理应受到严肃追究和从重处罚。

今天，我们面对灾难和伤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冷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珍惜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走向
理性和成熟的中国不惧怕任何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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