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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地震后，不少旅客
出于避险的本能改变了前往
九寨沟的行程，一些航空公司
为满足旅客需求，也及时予以
改签退票。但是8日晚间从无锡
飞往九寨沟的一架航班仅搭
载了一名乘客，按照原定行程
飞往了九寨沟。这架毅然飞往
震区的“专机”，让不少人感到
迷惑不解。如果单纯从经济角
度考量，这个航班很可能飞得
不划算，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这架航班恰恰承载起了宝贵
的契约精神。

在该架航班办理登机之
前，大部分旅客已经通过网络
获知九寨沟地震的消息，其中
114名旅客自愿放弃了行程，只
有9名旅客登机。登机完毕后，
又有8名旅客放弃了行程，只有
一名女士表示继续行程，于是
航班在当晚起飞。面对突发灾
情和未知风险，旅客有避险的
本能，航空公司也会有趋利避
害的考量。在航班起飞之前，
如果所有旅客都能主动放弃
行程，应该是航空公司所乐见
的。不凑巧的是，这名执意要
飞往九寨沟的旅客因为在震
区有酒店生意且损失惨重，急
待处理，只能“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

此时，航空公司如果有“店
大欺客”的想法，恐怕随便找个
理由就能“摆平”这名心急如焚
的旅客。一些航空公司的霸道改
签，很多旅客都领教过的。让人
欣慰的是，航空公司最终尊重了
旅客的选择，不计成本和风险飞
往震区。这个行为不仅维护了该
公司的信誉，也捍卫了被很多企
业日益看轻的契约精神。一张机
票，内容寥寥，却也是航空公司
与旅客的一纸契约，除非有不可
抗拒因素，航空公司就应该按照
机票上的运送条款，履行自己的
义务。未接到机场和空管部门延
误或取消航班的指令，航空公司
不应擅自变更航班。否则，没有
契约精神的市场将呈现“弱肉强

食”的乱象，迫使越来越多的用
户避而远之，最终，强势的企业
也会反受其害。

如果只算经济账，一个人
的“专机”耗费了很大的成本，
性价比确实不高。但是，任何
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当事旅客
放弃行程。无论这名旅客是否
有生意急待处理，她与航空公
司都是市场上平等的利益体，
她个人无须为了航空公司的
利益最大化而放弃自己的利
益考量。一些人惯于用“舍小
家、顾大家”的标准，要求一些
小的利益体服从于大的利益
体，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在
122名乘客放弃行程之后，这名
唯一的旅客坚持继续行程不

仅“没毛病”，而且值得尊重。
同样，航空公司能为唯一的旅
客提供不打折扣的服务，也值
得尊重。因为，在双方各自的
利益之上，还有“一诺千金”的
契约精神。

常言说，患难见真情。平
时经常把“用户至上”挂在嘴
边的企业，其实并不需要把用
户捧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在突
发情况出现时还能正常履约
尽责，而不是趁火打劫，这样
的企业就是值得用户信赖的
企业。但愿能有更多的航空公
司从这架“专机”领悟到契约
精神的可贵，真正把用户当用
户，如此，很多“机闹”和纠纷
是可以消弭于无形的。

只有一名乘客的“专机”承载着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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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谣言给抗震救灾添乱

8日晚间，四川阿坝州九寨
沟县发生7 . 0级地震。在众志成
城应对天灾的时候，某些关于
这场地震的谣言也在网上“蹭
热点”，为抗震救灾工作增添
了些许不和谐的音符。

这场地震成为舆论关切
的热点在情理之中，但当谣言
成为传播内容时，这种关切就
失去了正当性，沦为添乱、伤
害乃至违法犯罪。如果说，将
高雄地震时大厦将倾的图片

说成是九寨沟地震现场的一
个镜头，还只是张冠李戴危言
耸听的话，那么，以子虚乌有
的“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之
名发布关涉多地的“余震消
息”，已属制造恐慌、破坏公共
秩序。至于发布“民间捐款账
号”之类，则已涉嫌电信诈骗。

对后者，以电信诈骗论处
应无争议。对前两者应负的责
任，不少人似乎不以为意———
认为发布这样的“信息”，即便
有错，也不会或不应有多严重
的后果。殊不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五十二条
明确规定，“地震震情、灾情和

抗震救灾等信息按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实行归口管理，统
一、准确、及时发布”——— 有关
地震和救灾方面的信息，应该
以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为准，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发布相关

“信息”。“违反本法规定，向社会
散布地震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
见及其评审结果，或者在地震灾
后过渡性安置、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中扰乱社会秩序，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处罚。”

不仅如此，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
条中，“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

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可处十日以下
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
一条给予的处罚更严厉：“编造
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
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
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
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
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值得庆幸的是，有关九寨
沟地震的谣言一露头便得到
遏制，负面影响不大。但是，相

关谣言的发生与传播无疑是
对相关各方的一次提醒。对政
府相关部门而言，天灾当前，
须以及时而权威的信息发布，增
加灾情能见度、透明度，在达成
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对各种谣言
及不实信息釜底抽薪，坚决不容
谣言成为“次生灾害”。对心系灾
区的人们而言，要切实明白并践
行一个道理———“人人都有麦克
风”绝不意味着可任意“言
说”，有些信息只能由权威部
门发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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