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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9 月 27 日 14 时

许，上海地铁 10 号线

老西门站发生列车追

尾，260 多人受伤，目

前 ，救 援 正 在 进 行

中。（本报今日3、4、5版）

“生活不容易，坐地铁也会追尾。”这

不是玩笑，却是一语成谶的现实。由于

新天地站信号故障，上海地铁 10 号线采

用人工调度，导致豫园路站两辆列车相

撞。事故真相迟早会厘清，但在温州动

车事故之后，现代社会对文明风险的反

思却不断警醒着我们。

安全与健康，是一个亘古的话题：飞

机火车、汽车地铁、瓜果蔬菜、柴米油盐

……这是一个开放、多变、又充满诸多不

确定性因素的时代，科技越是发展，其密

集度与复杂性越高、给各色风险创设的

组合概率就越大。我们在改变世界，世

界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这种

文明风险来自概率论上的不可规避性，

突然失灵的刹车、意外的自然灾害等；另

一方面，这种风险有来自人为的逐利欲

望，譬如添加剂在改善食物口感的同时，

也为滥用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客观前提。

当环境、生态、人口、社会、科技、价值观，

人生观等变量揉合在一起，应对文明的

风险，就成了城市政府与每个市民必须

面对的现实课题。

上海的“地铁追尾”事件告诉我们，

没有绝对安全的交通选择。但我们更知

道，无论这是怎样一起公共事件，轨道交

通仍是现代生活中的方便之桥。《人民日

报》有论，“今天的中国，置身于一个‘风

险胶囊’之中：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

现代化历程，也浓缩着这一过程中的各

种风险”。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

化在带给民众更多“文明的成果”时，也

难以避免地让“文明的风险”相伴而至。

越是高速发展，越是需要系好“安全

带”。这当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社会

要帮助公众正确认识“文明风险”，积极

纾解社会心理上的风险焦虑、风险恐慌；

二是强化风险应急管理建设，提高应对

风险的水平与能力，提升公众化解文明

风险的素养与本领；三是做足风险预估

的功课，上上之策仍是防患于未然，将所

有微小的人为失误与细节上的人为疏忽

消灭在萌芽状态。

地铁呼啸向前，开往城市的春天。

但这一路上的风险与悲剧，却需要公共

政策与职能部门正视并严防。厘清责

任、查漏补缺，面对文明的风险，既不能

杯弓蛇影，也无须因噎废食。

邓海建

“地铁追尾”警示文明的风险

非常道
feichangdaoF

“工厂的打工仔为了省钱去小吃店吃

饭，这样一来就容易出事了……”

——26 日，东莞卫生局副局长钟耀

棠在食品安全会议上发表如上见解。

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

水平最感到不合理。

——针对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

数全球第二”的说法，《人民日报》发文

予以否认，称中国宏观税负低。但《人

民日报》与福布斯却得出了上述相同的

结论。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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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Gguandianyuanzhuo
用“海恩法则”解读地铁事故

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
海恩提出一个著名的“海恩法则”——每

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

事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起事故

隐患。根据“海恩法则”，此次上海地铁

10号线发生列车追尾事故，亦绝非偶然。

要知道，“幸运之神”不会总是那么慷慨，

当“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 起事故隐患”一再被轻描淡写之后，

厄运迟早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李继彦

好评如潮是块遮羞布

就上海市地铁 10 号线而言，据有关

方面资料显示，在通车之初曾经“好评如

潮水”，笔者对此深为讶异，究竟是哪方面

让这条地铁“好评如潮”？是因为“赶工

期”式的完工？还是因为质量的过关？亦

或安全系数之高？如果说，这样的“带病

运行”的地铁反而“好评如潮”，岂不是天

大的笑话？事实再次证明，之前的“好评

如潮”不过是有关方面给 10 号线强加的

一块“遮羞布”，频繁发生的类似问题，一

直悬而未决的“信号系统”问题，正是压垮

该地铁线路安全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新天地站信号故障，上海地铁 10 号

线采用人工调度，导致豫园路站两辆列车

相撞。 毕晓哲

地铁的春天到了？

目前是建设地铁的春天，“地铁热”

正在席卷全国，无论是京沪等一线城市，

还是长春、大连等二线城市，地下施工一

片繁忙。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 33 个

城市上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其中已

审批 28个。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只有

10 条地铁线路运行，2010 年增至 48 条，

2015年则预计会变为96条，到2050年，这

一数字将有可能变为289条。各地争建地

铁，都打着缓解交通拥堵的旗号。但目的

绝非如此简单。谋求政绩、拉动GDP，地方

政府在挖掘地铁的附加值上想的更远。在

这些复杂的“谋划”之下，“地铁热”中出现了

追求快工期、盲目攀比和“吃地铁”等不良现

象（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语），而这给地

铁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郭鑫

还是要信息透明

温甬动车追尾事件还未出台明确的

调查结果，上海地铁又发生了追尾事故，

让许多依赖地铁上下班的市民唏嘘不

已。虽然就目前来看，对于事故发生的

具体原因以及受伤情况，还未有详尽的

说明，一些论断也难以早下，但是，这恰

恰是处理地铁追尾的最主要症结——处

理上海 10 号线地铁追尾事故，最先要保

证的就是信息的透明。 王传涛

陕西宁陕为推行免费教育将投入财政

收入的近四成，远高于 12.5％的全国平均

水平。官员称宁陕模式不具备可复制性，

不愿宁陕的免费教育对其他地区产生压

力，更不愿他们因此尴尬。（昨日本报 11

版）

宁陕的免费教育很有诚意。12.5%是个

什么概念？先用数据指标说话。有专家指

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

线。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1990 年是

3.04%，而1991年却跌到2.86%，随后也是在

曲折中前进，2008年也仅仅是3.48%。1993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

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目前为止，这

一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相反，读书成本可以用一年翻几番形

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

国 30 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 25 倍。可

以说，上个学校没有几万元你甭想拿到毕

业证。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

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免费教育也很有难度。大的方面讲，梁启

超《少年中国说》中有一句：少年强则中国强。

口号震荡百年，依旧是纸面上的空话。而一句

教育产业化，则成为乱象的滥觞。

具体来说，阻力是现实的。在宁陕县

之前，陕西神木实行过从小学到高中实行

12年免费教育、全民住院实行“免费医疗”，

但县委书记郭宝成却“被退休了”。

更为实际的是，一个贫困县能把四成

财政投入义务教育，不代表其它贫困县就

能，更不代表有钱的地方就能，不同行政级

别不同地域的县市区，其职能、任务、财政

分配内容都大不相同。综上所述，笔者支

持免费教育，但也认同免费教育的难度，不

是所有地方都能集中财力，一蹴而就地办

教育。

免费教育的诚意和难度 金戈

南京市栖霞区计生局曾向校方建议

在大学校园内安装安全套售卖机，然而学

校认为此举带来性暗示。（9月 27 日《现

代快报》）

大学校园内安装安全套售卖机，的确

有性暗示的嫌疑。但是，有暗示与付诸行

动之间，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现

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暗示，不是每个人，都

会因为有了暗示便去行动的。

但是，对于拒绝行为背后，其实就是一

种遮掩行为，更是一种不敢正视的举动。

虽然校方表示会开设相关课程，但连问题

都不敢正视，对课堂本身，还能有多少期待

呢？ 杨燕明/文 李宏宇/图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售卖机是性暗示 遮掩是性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