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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体系日趋成熟，舆论环境更加理性

平平和和心心态态也也是是一一种种抗抗灾灾力力量量
人们变冷静了？

灾难更需要
平和温情的舆论

3日，地震发生后，多路媒体快
速反应投入报道，不管是传统媒体
还是新媒体都在第一时间传回了灾
区的信息。观察近些天的报道，会发
现对政府和领导的报道少了，更多
的是着眼于救灾，灾区民众的受灾
情况与生活状况，急需的物资，报道
的煽动性小了，处处在呼吁着理性。

《人民日报》撰文《平和心态也是一
种抗灾力量》，指明大灾当前、灾情
复杂，需要一个众人拾柴、众志成城
的氛围，质疑与批评并非不可取，但
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辞，或许仅仅是
为了让自己显得“深刻”。

我们可以看到从汶川地震以
来，《南方都市报》刊发的《现在是解
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 !》、《检察日
报》的《不苛责 不添乱 不轻疑》，
都在倡导这种理性，呼吁民众大灾
面前保持冷静。媒体的官方微博更
是占据#云南鲁甸县6 . 5级地震#话
题的半壁江山，话题主持人则是@

央视新闻。各媒体微信公共平台不
断向手机客户端推送消息，灾区大
小事件都及时向公众告知。

不少网友发表言论，呼吁大家
理性，少一些指责，多一些温情。在
新浪微博中搜索“鲁甸地震”，出现的
不再是满屏刺目，与以往相比，网络舆
论的喧嚣小了，指责与愤怒不再随处
发泄，更多的是温情与感动，真假寻
亲、噱头段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
反思与追责依旧是存在的，有人振臂
疾呼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

从汶川之觞到鲁甸震痛，从谣
言喧嚣到平淡冷静，公众更加淡定
理智了。鲁甸地震重复着之前灾难
来临时的许多事，但也开创了很多
第一次，第一次我们在网络上没有
看到那么多的质疑与责备，第一次
我们没有在媒体上发现长篇赞歌，
第一次我们没有再像以往担心捐款
的去向，第一次我们没有用放大镜
盯着灾区的官员……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矿业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封雷老师也
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传播学领域的
学者，他认为中国的民众并不是缺
乏同情心，而是大众媒体在传播中
起到了教育示范作用，媒体的淡定
从容、呼吁理性影响了民众，促使民
众在各种流言传闻面前反思，学会
重建信任。

“6 . 5”和“7”谁更严重？

人们忽视了烈度和当地GDP

这些年来，公众所经历的
地震，的确挺频繁的。单单是
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社会影
响的国内强震就有：2008年汶
川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
7 . 1级地震，2011年云南盈江
5 . 8级地震，2013年雅安芦山
7 . 0级地震。仅此一算，此次已
是第5次强震。

受访的传播学者认为，
在如此密集的灾难事故中，
很难要求受众的情感“不疲
惫、不麻木”，尤其是当绝大
多数公众都深处外围，处于

某种程度上的“围观”状态
时，人的情感缺少陌生化的
刺激。就好比“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道
理，当地震一次又一次地发
生，且代表灾害程度的震级
逐次下降，受众会本能地认
为“这样的地震已经超不出
自己对地震的想象”。

“还有一个明显原因就
是，相当一部分公众还习惯以
震级来衡量地震的破坏程度
和影响。这次地震是6 . 5级，人
们会认为不如雅安7 . 0级地震

厉害。”有赈灾观察者直言，但
这是不科学的。

依据公众的普遍理解，
“震级”即代表了地震的破坏
程度和影响。实际上，与震级
对应的指数还有“烈度”———
它才是反映地震影响和破坏
程度的指数。而“震级”通常指
地震的大小，即释放能量的大
小。二者并不相同，比如，在此
次昭通地震中，震级为6 . 5级，
其最大“烈度”已经达到9级

（最高12级）。烈度大是造成震
害严重的主因。

此外，不同的地理环境也
往往决定了救灾难度的差异。
富有雅安芦山救灾经验的姚
遥，在此次昭通地震震中鲁甸
县龙头山镇观察一周后就认
为，此次救援难度要远超雅安
芦山地震。

姚遥曾专门查阅了芦山
与鲁甸的GDP数字，对比发
现，后者约为前者的一半规
模。而赈灾业界的共识是，“经
济越不发达的地方，受震灾影
响往往越重，救援和重建过程
也更难。”

作 为 国 内 最 为 知 名 的
NGO之一，壹基金因印度海啸
而生，也长于赈灾救援。比芦
山地震后的反应更快，距离官
方首次发布地震消息仅7分
钟，壹基金就启动了赈灾预
案。

根据公开资料数据显示，
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的48小
时内，“壹基金已经到账（善

款）2300万，认捐但未到账有
5500万，加上中城联盟、阿拉
善的4000万，已经达到了1 . 2
亿元”；与之对比的是，截至8
月8日16:30，也就是距离昭通
6 . 5级地震超过120小时，壹基
金累计接收各界善款总额为
3500余万元。伤亡巨大，为何
捐款真的变少了？

实际上，综合近几日社会

捐助情况，政府部门捐助数额
较芦山地震明显上升，赈灾更
加给力。截至8月8日17时，四
川省政府向灾区捐助1500万
元；山东省政府4日捐助500万
元，5日追加捐助700万元，共
计人民币1200万元。北京市、
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
省、浙江省、内蒙古、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均捐助1000万，其

中广西捐助数额是其在芦山
地震时捐助额的10倍。成都军
区捐款2000万元。

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捐助
数额较芦山地震时下降一半
左右，部分车企芦山地震捐助
数千万元，但目前还没有任何
动作。东航捐助2000万元、完
美捐助1600万元成为可圈可
点的企业。

距离地震发生已过去
七天，有一种感觉在救援人
员姚遥心中越发明显：作为
衡量公众对灾情关注程度
的最显性标尺，有关此次地
震报道的强度和数量，无法
和芦山地震相比，这是为什
么？其实，3日地震发生后，
多路媒体快速反应投入地
震报道，报纸和网站和以往
的灾难性报道有了不少变
化，对政府和领导的报道少
了，媒体的关注点更集中于
灾区群众的受灾情况与救
援情况。报道的煽动性小
了，处处呼吁着理性。

捐款数额少了么？

政府部门力度加大企业力度降低

一个更加成熟的救灾体系，也包括社会心态和舆论环境的理性和成熟。大灾
面前心平气和，是一种抗灾的力量，更是一种磨难后的收获。

昭通强震直击·七日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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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还要继续，孩子们更容易从悲伤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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