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吕冰 美编：金红 组版：继红

深读·让汶川告诉雅安

不去灾区你还可以做什么？
——— 雅安地震中的公民意识之变
本报深度记者 任鹏

这一次，没有太多的逝者出现
在各种镜头里，出现在公众面前。

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逝者
的名字。

和以往的争议与催促不同，
在第一时间，地震遇难者名单被
陆续公布了出来。

有些逝者，名字拼写并不准
确。而有的孩子，只有小名和昵
称，甚至只是“五星村小孩”这样
一个代称。

但至少人们能够知道他们
是谁。77岁的何秀国是在买菜路

上倒下去的，一块砖头击中了他
的左后脑。芦山县清仁乡的王
美，被人们从废墟中挖出时，紧
紧抓着女儿李媛媛的手。媛媛生
前的愿望是长大了做一名老师。

地震发生后不久，公共舆论
空间里，在默默地集中这些逝者
名单。

静静地读一遍这些名字，知
道他们是怎么离去的，这就足够
了，这是最好的纪念。

我们看到了充满温情的关
注。不展示太多沾满鲜血的身

体，不展现极度绝望的眼神。不
需要充满压迫感的刺激，不必要
突出残酷、残忍的镜头和图片。
这一切，在这一次更少地出现。

还有更多的。有的微博平台
早早就打出微博寻人的专题，有
的网站，在图片报道里特意注
明：以下图片会引起不适，请谨
慎观看。更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图片和镜头里，刺眼的鲜血和残
缺的伤处，被打上了马赛克。

日本媒体在日本大地震中
的报道里，看不到过度的泪水和

哭天抢地，看不到太多的哭泣和
死者。冷静可以让人收敛焦躁，
学会思考和判断。

五年前的汶川，部分媒体记
者收获了“为抢新闻不顾灾民感
受”的评价，浮躁与煽情，为人诟
病。消费苦难和伤痛，绝不是一
种关怀的姿态。

其实，在所有的灾难里，最
应该尊重的是人和人性。

这一次，我们明白，不展示
伤口和伤痛，也是我们面对灾
难、展示关怀的一种态度。

那个叫“五星村小孩”的小孩
人性关怀：不展示

伤口、伤痛也是一种灾
难态度

不去灾区现场，并不表示你
没有为灾区做些什么。

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很多
人听到那个悲伤消息的第一反
应是：我要去灾区。

民间车流和人流向汶川、北川
的汇聚，犹如动脉里血液的流动。

这一次雅安地震，当很多人
准备启程之时，公共舆论里，一
种理性的声音在传播：非专业救
援人士和志愿人士请缓行，为通
往灾区的生命通道让路。

尽管这种声音有些苛刻，这
不是否定民间力量的参与，更不

是拒绝同情的善意和诚意。但冷
静下来去想，黄金72小时，生命
通道应该留给军队、专业救援队
伍、救援物资。

这并不难理解：如果连基本
的自救常识也不具备，没去过山
区，甚至不拥有一件冲锋衣、帐
篷，那倒不如不要去，把你的爱
心和热情，暂时收入耐心之中，
等待合适的机会。

虽然事实的发展让这种声音
显得极其微弱：灾区道路拥堵已
影响到救援。前往宝兴县方向的
道路拥堵，让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也被堵在路上，只能下车步行。
甚至还有一群自称是志愿

者的人，在芦山清仁乡抗震救灾
指挥部要手套，要铲子，要求派
人送，还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劲地
手机自拍。

雅安地震发生几十个小时
的时间里，从官方到民间，从大
V到草根，都在不停地强调非专
业人士进入地震灾区的非必要
性，强调避开灾区道路。

更加理性的呼吁，充盈着各
种公共空间。有人呼吁，不要频
频往灾区拨打电话，不挤占电讯

资源；有人呼吁商家开放WiFi，
让需要帮助的人可以报个平安。

有的网站，把这几点综合起
来，挂到了首页显眼的位置，让
登录网站的人，能清楚看到。

甚至有的电视媒体，没有被
要求，便主动临时取消了当天的
娱乐节目。

理性这个东西，看不见又摸
不着。但理性和成熟的心态，让
人们在地震发生时不是头脑发
热地涌向灾区，而是能够冷静地
先想一想：即使不去灾区，我能
够为灾区和灾民们做些什么？

被堵在路上的副总理
理性心态：冷静从

容地去想，不去灾区你
还可以做什么？

很多网民津津乐道于壹基
金和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字
的比较，以及红十字会在微博上
收获的拇指向下的表情。

我们并不想关注两者之间
的 比 较 ，但 能 够 清 楚 的 一 点
是：和五年前的那次全国范围
内的大捐款相比，这一次，社
会民众对壹基金的信任，在于
公众有了更多主动的选择，你
可以考虑捐还是不捐，或者是
捐给谁。

公民成熟的地方在于，在这

一场爱心选择面前，每个人都可
以学会最基本的独立思考、理性
判断，并拒绝盲从。

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公民
社会元年”，到温州动车追尾，再
到北京大雨，大灾大难最容易激
发公民精神。

如今的雅安，我们看到，同
样的公民精神，在更纵深的层面
延续。

灾难更能看出人性的闪烁，
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尽
管我们不愿意、更不忍心用灾难

来考验公民意识与世道人心。但
那些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主动
救援的个体，又一次展现出公民
社会的力量。

对于成雅高速收费的吐槽，
也是发自微博上的个体。瞬间累
积起来的询问与质疑，在短时间
内引发了极大的声援。质疑精
神，同样是公民社会一种难得的
品质。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后来成
雅、成温邛、雅西高速公路沿线
收费站全部取消收费与这次网

络声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公
民精神，有时候不只是行动，关
注与围观，也能够产生力量。

从两家通讯公司宣布灾区
区域通话、短信、漫游免费，到
芦山县体育馆提供免费稀饭，
从商店降价出售商品甚至免
费，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成为
旁观者。

其实我们还需要公民精神
持续在每个人的每一刻，不要把
这种公民精神，仅仅种植于灾难
之中。

免费的电话和免费的稀饭
公民精神：学会独立

思考与自我判断

很多人年幼时，常会经历
一种“生长痛”：长骨增长迅
速，牵拉小腿肌腱而发生的疼
痛。

这种疼痛无可避免，是一
个人成长中所要经历的阶段。

而有时，社会前进的脚步
也必须要忍受这种成长痛。

每一次灾难，都会让我们
这个社会度过一个成长期。尽
管这种代价过于残忍不安：逝
者用生命，让生者在下一次面
对灾难时，明白并学会，自己
能做的可以更多。

在这里，我们忍住悲痛、
屏住悲伤，静静地向西望向雅
安，并试图观察在这一场灾难
中，我们所处社会的变化，那
些从容与坚强、坚韧与包容，
清醒与理性的变化。

尽管有些变化可能极其
细微，还有更多的不变让人沮
丧失望；尽管我们仅有的一天
多的观察过于仓促而紧张，甚
至片面，但总有让人欣慰的：
经历过生命的失去，变化虽然
或明或暗，却终究还是来了。

一切就像是，想要抵达

黎明，必须勇敢地穿越暗夜。

雅安五年

防震之路

汶川震灾的“后果”之一，是让当
地政府看到了地震的巨大破坏力，从
而促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入和建设。

此次雅安震灾过后，截至目前还
未传出如汶川时期校舍整体倒塌一
类的消息。究其主要原因，同样与川
内加强了中小学校舍建设，雅安在这
些方面一直都未“闲着”密切相关。

从雅安市防震减灾网“科普示
范”一栏的公开信息看，相较于2007

年仅发布了一条《四川省防震减灾科
普示范学校申报认定工作(暂行)

办法》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雅安
市防震减灾科普活动日益频繁，并且
新增了12所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
学校”(包括芦山县芦阳小学、天全县
城区第三完全小学)、8个省级“防震减
灾科普示范社区”(包括芦山县芦阳镇
先锋社区、天全县城厢镇正西社区居
委会)，还有十多个市级示范学校及示
范社区，覆盖各区县，并开展运行情
况检查、经验交流会、科普知识讲座、
地震应急演练等活动。其中，学校开
展地震应急演练活动较多。

2011年8月，雅安市还财政专调
2011年中小学校安工程建设及校舍
隐患整改资金2000万元，以确保全市
31所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任
务的顺利实施。

据了解，今年的4月4日，在芦
山 县 中 林 镇 与 宝 兴 县 城 间 ( 北 纬
30 . 40，东经102 . 90)发生3 . 2级地震。
而就在 4月 1日至 8日，芦山县应急
办、防震减灾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
全县各乡镇开展全面检查，完成了
对芦山县9个乡镇的应急准备检查
工作，并形成了《关于应急准备工
作检查相关情况的报告》。在4月10

日“芦山县防灾减灾工作暨汛期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会”上就本次检查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通报，并提
出了整改意见。

可以说，汶川地震的巨大破坏力，
让雅安乃至整个四川，都进一步认识
到强化包括中小学校舍在内的基础设
施建设的作用，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
相关部门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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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救灾沿途，村民提供了热乎乎的开水和稀饭。 本报特派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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