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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山体滑坡事故已经导致九
十余人失联。目前，虽然还没有事故
原因的最终结论，但是诸多信息表
明，其中人祸成分多于天灾。施工渣
土堆积如山，在未见强降雨的天气
里发生大范围滑坡，从这个侧面也
可以看出相关部门的工作是何等的
粗放。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城市
尚且没能避免这种“低级失误”，其
他城市更应当引以为戒。

近一年来，在几个大城市发生
了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公共安全事
故，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和天津港特
大火灾爆炸事故，至今让人心有余
悸。一连串的事故已经证明，大城市

是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方，管
理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后果十分
严重的事故。现在，不少城市雄心勃
勃地提出了建设特大城市的构想，
只是在畅想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应该
预料到公共安全的严峻性和复杂
性。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城市再大
也不会增加民众的幸福感。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
些年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
有增无减，尤其向大城市或特大城
市的聚集更为明显。单向的人口流
动也使得很多城市爆发“城市病”，
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承载
能力接近极限，北上广深等城市已
经收紧了户籍政策，力争控制人口
规模。但是，用行政手段去限制人口
流动并不容易，因为人口向城市聚
集是大势所趋，从经济学上讲，聚集
能产生需求使分工深化，也能节约

基础设施降低成本。所以，日前有专
家提出，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
存在的城市病，还要再建十个类似
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这就是我们
所面对的时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
不适应，但是城市化进程回不去也
停不下来，只能认真地走下去。

一些大城市不断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归根结底不是人口太多了，而
是城市管理的水平没有跟上城市发
展的速度。以深圳为例，短短三十多
年间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常住
人口将近两千万，这样的城市发展
轨迹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
在中国却有不少城市正在经历类似
的发展模式。这些迅速膨胀的城市
体量庞大，面对危机经常像感觉统
合失调的“大个子”。去年10月，深圳
当地媒体就发出了“渣土倾城”的警
报，但是这种敏锐的痛感好像也没

有传达到城市的“中枢神经”。不只
是渣土倾倒，像超标排污、噪声扰
民、马路陷阱这些事关民生的问题，
在很多城市都是媒体喊破嗓子也改
变不了相关部门的无动于衷。

单看个案，确实有个别人尸位
素餐，把公共安全当儿戏。但是，从
不断发生的个案也能看出普遍存在
的问题，那就是当前一些大城市的
公共安全体系极为脆弱。如果一个
人不作为或者一个环节失灵，就能
引发伤亡惨重的灾难，那么对事故
的善后就不应该停留在对个别人的
追责，还应该反思整个机制还有哪
些缺陷。深圳被舆论称为国内现代
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但是这种现代
化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层面，希望他
们能在更大的视野中审视这场灾
难，完善公共安全机制，真正成为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标杆。

城市现代化不能只看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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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彩霞

近几年来，“用工荒”的说法始
终在珠三角回荡。虽然没有官方的
可靠数据，但据多方面的信息推测，
目前在珠三角各类电子厂的生产线
上大约有三成工人都是顶岗实习的

“学生工”。（12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职业学校学生实习，2001

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有明确规
定，可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妥善
执行。“很多学校在学生一入学就迫
不及待地安排学生去顶岗实习”，学
校和企业形成巨大利益链。在巨大

的利益诱惑下，一些老师直接将学
生“贩卖”给企业，更有甚者，“一些
欠发达地区的初中甚至会极力推荐
毕业生不上高中而是去上民办学
校，就是为了每人几千元的奖励。”

这些早就常态化了，可直到今
天，有多少学校负责人被处理了呢？
出于对地方经济的考虑，出于对纳
税大户的保护，地方监管者对此类
现象多是选择性忽视，在经济数字
面前，学生的利益显然微不足道。恰
恰是监管的漏洞，给了职业学校追
逐利益的空间，这个根源性的问题
不解决，“学生工”仍会源源不断。因
此，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加强对学
校的监管，而是对监管者加以问责。

监管不作为，难解“学生工”之困

中国的恶意收购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了。

对于宝能与万科的控股权
之争，经济学者马光远语出惊
人：对于缺乏制约、内部人控制
严重的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少有
的控制权争夺其实是制约内部
人的利器。如何细化并购规则，
特别是完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
护机制，成了当前最急迫的事。

有国家信用在，大家就不会
自己判断风险；卖国家信用多
了，又没有监管措施等对价，最
后是投资者埋单的系统性风险。

2015年涉嫌非法集资的案
件比任何一年都来得猛烈。一位
资深监管层人士分析称，非法集

资长期处于真空地带，监管主体
不明、监管制度滞后。地方政府
有经济诉求，往往默许各类机构
成长，甚至为其站台，给投资者
造成极大误导，直至风险暴露。

行政决策方式都存在惯性，
惯性形成之后，要改变，就一定
要有其他利益推动。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韩春
晖表示，应对雾霾由最初的“橙
红质疑”到首次红色预警，公众
由最初的“新鲜”，开始转向对政
策实施质量的关注。此时要避免
以发预警的形式主义应付空气
重污染，只有保证多元参与主
体，制定出科学的决策，才能使
公众发自内心地接受。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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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个案，确实有个别人尸位素餐，把公共安全当儿戏。但是，从不断发生的个案也能看出普遍存在的问题，那
就是当前一些大城市的公共安全体系极为脆弱。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城市再大也不会增加民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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