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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1日讯（见
习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1月1日下午，芙蓉街当天
游客人数激增，泉城路街道
城管委称，为避免发生踩踏
事故，特采取游客分流措施，
实行街内单循环。

下午5点记者来到芙蓉
街南口处，一个“出口”的指示
牌已经立了起来。此处路口虽
然已经“只让出不让进”。不少
游客试图从此路口进入芙蓉
街，都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并被告知只能从省府前街绕

道进入芙蓉街。尽管游客比
较多，路口处比较喧嚣，但是
芙蓉街还是井然有序的。

泉城路街道城管委工作
人员称，芙蓉街作为古城济
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商
业街，每逢节假日经常会出
现人流量激增的情况。为了
保证游客们的安全，他们从
早至晚对芙蓉街等重点部位
无缝隙盯守，泉城路派出所
会维持南口秩序，严控南口
进入街内的客流量，实行街
内单循环。

“明确规定今后每逢节
假日的11:00至20:00，芙蓉街
南口限时封闭，游客只出不
进，防止客流人流对向行走
产生的安全隐患。”泉城路街
道城管委工作人员称，每当
到中午要吃饭的时间，芙蓉
街的人流量就开始增大，大
约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左右，
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可
以保障人群的顺畅流动。

“一定要严厉取缔占道
经营的行为。”工作人员称，
芙蓉街本身就不宽，如果再

占道经营，就很容易造成街
巷拥堵，为此，城管委会严格
规范固定摊点有序经营，严
禁流动摊贩进入芙蓉街，并
指派专人进行巡查，防止节
日期间乱搭乱建、乱开门窗
的情况发生。

在安全宣传方面，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设置了
灯箱、LED屏幕，张贴“珍惜
生命，防止踩踏”、“人多拥
挤、注意安全”等警示标语，
并将限时封闭时段和注意事
项在LED屏幕上循环播放。

如何疏导人流、避免拥挤是
防止踩踏事件的“硬功夫”。一些
经常举办庆祝活动和大型赛事的
国家在分流人群、防止踩踏方面
有一些独到做法。

英国伦敦有２５万人到泰晤士
河边观看了２０１３年的新年焰火表
演。在议会广场等人流集中区域，
有专人负责统计人数。如果人数
达到各区块所能承载人数上限，
将停止放行。

德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前
举办迎新活动已多年。２０１３年元
旦前夜，勃兰登堡门到胜利柱约２
公里长的六一七大道上人潮涌
动。活动现场共７个出入口，一旦
人数超过设定上限，警方便会关
闭入口。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１时现
场人数接近饱和，２３时左右升至
百万，所有入口均被关闭。

在美国纽约有“世界十字路
口”之称的时报广场，水晶球“从
天而降”的倒计时跨年活动是百
万人参与的超大狂欢派对。为保
证安全，纽约警方将时报广场分
成若干区域，用障碍物隔开，游客
一旦进入一个区域，便不能随便
出入。一个区域被占满后，警方才
开放下一个观众区域，直到所有
区域填满人群。

（据新华社）

每逢节假日，人流就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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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灯光秀取消后，因多数人不知情

游游人人激激增增，，却却难难见见限限流流措措施施

国外控制人流的妙招

专人负责

统计人数

与很多人一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张弘对这个上海踩踏一事感到“震惊”。
他说，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城市社会应急管理在全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还经历过世博
会安保长达７个月的常态化历练，想不到却发生了如此严重惨痛的事件。

事故发生前5分钟

警方才知客流异常增多

据介绍，考虑到人流量
众多等问题，今年外滩取消
了从2012年到2014年元旦已
连续举办三年的“外滩灯光
秀”，一个小型灯光秀在另外
一个地方通过卖门票举办。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外滩地区
的人流量据称接近３０万人。
当时，外滩附近采取了不少
限流措施，例如公交地铁到
站不停、交通管制等。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２
时３７分，上海地铁全网１４线
３３７座车站已共计运送乘客
超过１０００万人次，打破全网
客流最高纪录，更轻而易举
地“击败”上年同日的８８９．８
万人次。外滩人流依然如织。
前往观看灯光秀的不少是慕
名而来的外地大学生和游
客，他们并没有听说过灯光
秀换场地的事情，往年被严
密控制的外滩，在这一天却
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
空间。

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指

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说，
２３时３０分后，从监控探头中
发现陈毅广场上下江堤的一
个通道上，发生人员滞留的
情况，立即调集值班警力赶
赴现场。但是23时35分，踩踏
事故发生。

在到达中心区域后，警
方发现部分群众已出现身体
不适情况。整个组织工作先
后调动了５００人左右的警力，
先期到场的民警，立即采取
了救援救护工作，打开通道，
用民警工作车辆及时运送伤
员。

不过，警方也承认，由于
当天人流密集，２３时３０分发
现客流异常增多时，民警未
能及时进入核心区域。由于
是采取强行进入的方式，所
用时间比正常时间要多。蔡
立新称：“整个事件从我们发
现这种情况到把人流分散开
来，开展救护工作，大约是在
５分钟到８分钟的时间。”

人员稠密到无法立足

却无可疏散区域

张弘通过多年研究得出
一个判断：如果以一国之力
或一个地区之力来举办一个
特大型的活动，出事的可能
性反而小。政府作为主办方
会高度重视，长时间准备。从
近些年发生的类似事故看，
往往是非政府主办的、民间
性的一些活动，如灯会、展览
会和一些体育赛事，容易发
生这样的事故。例如北京密
云灯会踩踏事故，杭州西湖
烟花大会，烟花蹿入看台烧
伤百人，再早的如太原迎泽
公园踩踏事件等。

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
不是能力问题，根本原因是
政府麻痹大意，“心防”懈怠
了，而“心防”应该放在第一
位的。对这个活动可能发生
的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的聚集
可能产生的后果预案不够。

“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2014年12月３１日２１时，

不少网友已在微博上晒出照
片，由于人流规模不断增长，

导致外滩附近人山人海，几
乎已经难以挪动。张弘认为，
类似大型活动的通信和信息
告知渠道要畅通，活动换场
应该确保公众能够知晓。

张弘认为，事故的发生，
人多是决定性因素，其他都
是触发性因素。“别说有刺激
性行为，这种时刻，只要有人
突然倒地，就有可能发生连
锁踩踏。”

他说，最重要是环境预
防不够。从上海此次事件的
画面来看，外滩地区人员稠密
到无法立足，能容纳人的地方
基本全是人了，找不到一个可
以疏散的区域，那么应急通道
在不在？有没有预留疏散的区
域？一旦发生人员拥挤怎样协
同？从环境设计角度看确实存
在很大问题。这种大型活动，
对人数要控制，行走路线、疏
散路线不能出现堵塞和堆
叠。而且，必须保证公安、救
护等应急队伍进场畅通无
阻。 据新华社

跨年夜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让国人痛
心。遇到危险时，多数人都会因为恐惧而“慌不
择路”，引发拥挤甚至踩踏。

既然很多时候，踩踏好像难以避免，那么
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就变得极
其重要。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整理

不慎倒地时自我保护动作：

1 .两手
十指交叉相
扣 ，护 住 后
脑和颈部。

4．侧
躺在地。

可能导致踩踏原因

1 .当人群较为集中时，前面有人摔倒（或只是蹲下来系
鞋带），后面人群未留意，没有止步，发生踩踏。

2 .人群受到惊吓，产生恐慌，如听到爆炸声、枪声，出现
惊慌失措的失控局面，在无组织无目的的逃生中，相互拥
挤踩踏。

3 .人群情绪因过于激动（兴奋、愤怒等）而出现骚乱，发
生踩踏。

4 .因好奇心驱使，专门找人多拥挤处去探索究竟，造成
不必要的人员集中而踩踏。

卷入人群这样自救

当身不由己混入混乱人群中时，尽量双脚站稳，抓住
身边一件牢固物体（栏杆、柱子、大树），但要远离店铺和柜
台的玻璃窗。

即便鞋子和贵重物品被挤掉也不要弯腰拾起或低头
寻找，这些动作都会使自己非常容易被推倒。

在拥挤的人群中前进时，首选的姿势就是：胳膊在胸
部形成一个三角形，给肺部呼吸留出一个空间，大部分被
踩踏者都是由于窒息而死，长时间挤压胸部也会出现呕
吐，甚至吐血。

事故已经发生该怎么办？

1．拥挤踩踏事故发生后，一方面赶快报警，等待救援，
另一方面，在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前，要抓紧时间用科学的
方法开展自救和互救。

2．在救治中，要遵循先救重伤者、老人、儿童及妇女的
原则。判断伤势的依据有：神志不清、呼之不应者伤势较
重；脉搏急促而乏力者伤势较重；血压下降、瞳孔放大者伤
势较重；有明显外伤，血流不止者伤势较重。

3．当发现伤者呼吸、心跳停止时，要赶快做人工呼吸，
辅之以胸外按压。

2．两
肘向前，
护 住 头
部。

3 .不慎倒地
时，双膝尽量前
屈，护住胸腔和
腹腔重要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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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位
于上海最为知名的外滩陈毅广
场，发生踩踏事故。截至记者发
稿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是人流量过大？是现场管控的疏
忽？还是某个诱因所致？坊间的
猜测假定、官方的权威发布，甚
至社交媒体一度出现的“阴谋
论”，都围绕着悲剧的起因展开，
所有人都迫切想知道，并等待着
最终答案的揭晓。

距离上海上一次发生如此
大规模的踩踏事件已有 2 8年。
2015年1月1日，伴随着新年噩耗
的传来，尘封的记忆再次被揭
开。

1987年12月10日清晨，黄浦
江上骤起大雾，彼时正是上班高
峰时间，大量市民等候在陆家嘴
轮渡站的浮桥和候船室内焦急
地等待开航。

悲剧发生在当天的9时10分，
江上的浓雾逐渐散去，为了能够
准时上班，当第二班轮渡船开航
时，大量自行车夹杂着行人汹涌
地开始了上船前的最后一波冲
刺。突然，一个中年人连同他的
自行车一起被挤倒，马上就有了
第2个、第3个、第4个……后来者
踏着前人推搡着，惨祸在5分钟内
迅速酿成。

根据当时的统计，共有66人
罹难、2人重伤、20多人受轻伤，这
也是上海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为
严重的踩踏事件。

毫无疑问，外滩踩踏事件对
上海城市形象而言是一个沉重
的打击，当我们自豪地展示着城
市节节攀升的天际线，以及不断
提升的民众生活水平时，最不应
当忘记的就是，城市的行政管
理、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化，公民
的文明教育、道德塑造的养成，
应该超越单纯经济数字的增长，
才足以令人引以为豪。

（宗禾）

上海28年前

踩踏事件致死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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