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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涉事“董科长”

不方便发表看法

在微博中，为了改年龄、办社保，“陈
水总”提到多次到厦门市公安局找“杨科
长”和“董科长”，然而对方却一直推诿、

“踢皮球”，让他很生气。
为了解微博中的内容是否属实。9日

下午，记者来到了厦门公安局思明分局了
解情况。“成人改年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身份证户口都得改。关键是要证明你
年龄为何出错。”办理户政的一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解释。

工作人员证实分局“董科长”正在上
班，记者随后与“董科长”通了电话。对于
记者的询问，董科长告诉记者，目前他不
方便就此事发表看法，需要上级部门批
准。

记者又询问公安局信访处是否有一
位“杨科长”，工作人员一开始说有，随后
却又向记者摇头。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发自厦门

本报济南6月9日讯（大众日报
记者 滕敦斋） 省委、省政府9日
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等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批示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研究部
署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省委书记姜异康主持会议并
讲话。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始终把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必须把
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作
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安
全检查，他表示：一要全面彻底。
各行业、各领域都要进行全面检
查，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
空白。二要严格要求。在检查中严
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要求，对查出
的问题实行“零容忍”，及时彻底
地予以解决。对非法违法行为，必
须从严查处，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迁就。三要突出重点。高度重视防
范大事故、多发频发事故，突出抓
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安全监
管和专项整治工作。四要落实责
任。要组织足够的领导力量和人
员，对一些企业和领域进行彻底
检查，对一些重点部位严防死守，
落实和强化措施，责任到人，确保
不出现大的问题。

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就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他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等
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实
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对人民生
命高度负责的态度，举一反三，深
刻汲取沉痛教训。要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强化政府
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
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各环节、
各方面和全过程，落实到每个责
任人身上。这次安全生产大检查

要抓住关键环节和工作细节，全
面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
和专项整治，认真开展“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回头看”，推进“科
技强安”和安全监管队伍建设，扎
扎实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措施落
实。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
产长效机制建设，搞好宣传引导，
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

我省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要求全覆盖、不留死角

从严查处安全问题，决不手软

锅盖、湿布

都能当“灭火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可能会遇
到“火险”发生，此时，如果您巧用身边
的简易“灭火器”，在第一时间就可以
将小火灭掉。

锅盖。家中烧菜时，油锅起火是最
常见的。遇到这类情况，千万不要惊慌
失措，更不能用水浇，否则燃着的油就
会溅出来，引燃厨房的其他可燃物，甚
至溅伤自己。这时，应该先关掉气源或
煤球炉的风门，再迅速盖上锅盖。如果
惊慌之下找不到锅盖，也可以用盆、大
盘等能起到覆盖火源作用的东西，也
可将切好的菜倒入锅内，起到降温灭
火的作用。

湿布。家中最易发生火灾的地方
就是厨房了，如果初起火势不大，可以
用湿毛巾、湿围裙、湿抹布等，直接将
火苗盖住，将火“闷死”。

食盐。食盐不仅能破坏火苗的形
态，还具有在高温下吸热快、可有效熄
灭固体阴燃火灾的特点，所以能使火
很快熄灭。

沙子和沙土。在室外发生初起火
灾，在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可选用沙
子和沙土覆盖，也可用铁锹等工具拍
打火苗，使火窒息而灭。

用湿布可以扑灭火。

邻居眼中的厦门BRT“纵火犯”陈水总

沉默孤僻，几乎不记得他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发自厦门

从小到大，一个人独来独往
通往陈水总家的小巷狭

窄、黑暗，在繁华的都市间显
得有些“不合群”。陈水总的性
格在邻居眼中也如同这条小
巷，显得有些“特别”，从小到
大，他似乎总是一个人“独来
独往”，内向且孤僻。

“除了他的大哥和嫁出去
的妹妹，全家人几乎都挤在这
个窄小的巷子里。”70岁的老
邻居林明对记者说，陈水总就

在小巷出生，与哥哥陈水庆和
其他孩子不同，幼小的陈水总
喜欢独处，经常一个人玩。

“不过很善良、老实，从来
不和别的孩子吵架。”林明回
忆说。

陈水总小学毕业后，随家
人“上山下乡”，到厦门郊区一
个叫“马巷”的地方锻炼。13年
后，29岁的陈水总又回到了位
于厦门市区的局口街。

家里穷，全靠大哥维持
“家里条件很艰苦，全靠

大哥陈水庆卖水果、快餐维
持。”林明说，陈水总的父母除
了局口街的房子，并无其他产
业，“擀面为生”，养活不了一
大家子七八口人。“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大哥陈水庆就担
负起了生活的重担。

“他（陈水庆）没上过学，
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生意却
做得不错，卖水果，卖快餐，也
挣了一些钱。”林明说，陈水庆
曾经租过他的店铺做快餐，一

开始生意还不错，不过后来因
为家人欠债“生意做不成了”。
长期的操劳，让大哥陈水庆患
了胆结石、胃病，每天都要吃
药。五六年前，陈水庆搬离了
小巷。

8日下午，一名白发老者
蹲在局口街的巷口，默默注视
着局口街24号的小巷。邻居称
他就是陈水总的大哥陈水庆，
不过记者刚要上前搭讪，他就
摆摆手离开了。9日陈水庆再
也没有出现在小巷。

生活不如意，这两年脾气变古怪
陈水总和姐妹的生活因

大哥陈水庆稍有改观，不过因
为已经分家，没有固定职业的
陈水总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上。
妻子在鼓浪屿等地“擦擦涮
涮”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
的生活。陈水总还有一个女
儿，正在上高中，交学费、以后
找工作都需要钱，而陈水总这
两年却几乎没有工作。

在附近做服装生意的邻
居“阿珠”说，陈家尤其是陈水
总的“封闭”也是出了名的。摆

摊卖汤圆，妻子在旁边招呼，
陈水总则默默地站在一边，轻
易不见他说话，也不见他笑。

邻居曾先生在陈水总的
后门开了一家快餐店，陈水总
隔三岔五地来买面。“一大碗
拌面。”陈水总每次都是说完
这几个字后就沉默不语，脸上
也没有任何表情。

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这两
年陈水总的脾气也变得有些
古怪。邻居们“很少到他家串
门，几乎都不记得他了”。

不爱说话，却很要面子
警方公布的监控中，嫌疑

人陈水总穿戴整齐，一身白色
衬衫，拖着一个行李在站台间
匆匆而过。“他平时就爱整洁，
平时就是这身打扮。”邻居曾
先生说，陈水总不爱说话，不
过却很要面子，平时买碗面穿
的也很整齐。

在“陈水总”的微博中，登
记年龄为59岁的陈水总多次

提到要将年龄改为60岁，因为
只有60岁才能办社保。在邻居
眼中，这也显得十分正常，因
为“早办一年，就能多拿万元
左右”。这对家庭不富裕的陈
水总来说“很重要”。

而对于为何选择在BRT
金山站牌附近纵火，邻居们也
猜测，可能是因为与“社保中
心”都在一条线路（附近）上。

记者对话厦门BRT管理谏言者

“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出事”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发自厦门

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
后，一篇帖子在网络上热传。
这就是原厦门一中老师庄南
燕写的“一个普通市民对厦门
BRT的几点建议”。

在建议中，庄南燕提出，
一旦发生事故，封闭的高架桥
又将对赶来救援的消防车、救
护车形成阻碍和延迟，政府要
对BRT公交线采取有效管理
措施，严格秩序，设计救生设
施，把预防出事的细节做好，
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8日上午，记者对话了发帖
人、原厦门一中老师庄南燕。

记者：您是在什么背景下
发表这篇文章的？

庄南燕：我平时都是骑自
行车。春节后，我因为有急事
体验了一次快速公交，结果发
现封闭的站台上黑压压全是
人，情况有些让人“毛骨悚然”，
后来我就在博客上写了这篇文
章。“与普通市民在意的方便不
同，我对安全更加看重。”

我平时不用微博和微信，

帖子如何扩散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

记者：对于这次的事故，
您怎么看？

庄南燕：其实BRT跟我们
每个厦门人都密切相关。事发
时，我妻子和儿媳妇刚刚坐
BRT回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事
故，救助都是一样的，“天灾人
祸”有时候难以避免，但是如
何减少损失、减少伤亡，却是
我们应该做的。

记者：对于今后BRT运
行，您还有哪些建议？

庄南燕：我还是坚持我原
来的那些建议。细节要充分考
虑，防患于未然是最重要的，
BRT是厦门市重要的公共设
施，只要政府重视，我想改进
不会困难。希望这次的事件能
让大家警醒。如果不重视，谁
能保证以后不出事。

(庄南燕，1951年出生。毕
业于福建师大艺术系美术专
业。曾从教于厦门一中，现已
退休。)

厦门市局口街24号，陈水总家大门紧闭。吴金彪 摄

9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犯罪嫌疑人陈水总所住的局

口街24号院，通往小巷的院门已经关闭，“往常这里都是

开着的。”对面一家衣服店的女子说。

“不要进来！快出去！”趁着有人开门进入的机会，记

者试图进入探访，被一名陌生男子喊了出来。“他（陈水

总）家人都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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