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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1、5 月 17 日 A18 版

《重症兄弟盼与爹娘长
相守》（编辑：郭红梅
校对：田秋霞）一文，第
4 栏倒数第 3 段第 2 行
中的“清泉村”应为前
文提到的“青泉村”。

2、5 月 17 日 A27 版
《四次战亚冠 这一次
最差》(记者：张磊)一
文，第 2 栏第 1 行“主场
战平贵州人和之后”中
的“战平”应为“战胜”。

■ 社论

三胺奶粉赔偿：信息越多越应公开

5 月 17 日，中国乳制品
工业协会就三聚氰胺毒奶
粉赔偿金运作事宜发布公
告，称截至目前，除去168名
不愿意领取一次性赔偿金
的患儿外，全国总计 279056
名患儿领取到一次性赔偿
金，共发放赔偿金 60473 万
元，剩余赔偿金及利息6210
万元。中国人寿官网发布消
息，医疗赔偿基金正式启动
至今，累计办理支付2055人
次，支付金额 1242 万元，赔
偿金账户尚有1.9亿余额。

但相关的公告中没有
详细运作数据，中乳协工作
人员对此表示：“那么多信
息怎么可能公开呢？”

三聚氰胺毒奶粉的赔偿

金虽然金额巨大，但是从具
体执行而言，并不复杂。总
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
件赔偿金用途有二：一是设
立2亿元医疗赔偿基金，用于
报销患儿急性治疗终结后、
年满18岁之前可能出现相关
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二是
用于发放患儿一次性赔偿金
以及支付患儿急性治疗期的
医疗费、随诊费，共9.1亿元。

从一般性的项目管理
和档案管理来看，对于这笔
赔偿基金的管理方而言，所
需要做的工作并不复杂，一
是建立患儿数据库，二是核
实患儿情况是否符合赔偿
标准，三是发放赔偿金。其
中工作量最大的地方，就在

于登记儿童信息并核实情
况。从中乳协发布的消息
来看，他们在2011年各地对
赔偿金集中发放结束后，还
核实 2.3 万尚未查找到的患
儿原始登记信息，并最终查
找到3955名患儿发放赔偿金。

这样看来，中乳协手头
有很完备的患儿档案和发
放档案资料。既然项目流程
上中乳协没有问题，档案管
理也顺理成章，只要档案管
理得足够正规，那么，无论是
电子档案还是文字档案，都
有足够的信息供人们参考，
重现资金发放的整个流程。

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
基金，信息公开其实是基本
要求。从工作之初，三胺奶

粉赔偿基金就应该建立完
备的规章制度，并事先公开
患儿筛查标准到救助标准；
在工作进行中，阶段性地公
开工作进展报告。还需要
聘请专业的会计公司对财
务工作进行年度审计，并公
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这样基本的财务制度，
对于掌握数亿资金的正规
机构而言，当然应该做到。
所以，中乳协工作人员一个
简单的“这么多信息”不能公
开是不成立的，作为工作团
队首先应该主动公开信息，
充分透明，只要不违反保密
和隐私规定，所有信息公开
的要求都应该尽量满足。

发放赔偿在基金中所涉

及的信息确实会很庞大，而
从公众了解的需求出发，首
先是这个赔偿基金管理团队
是否有完备的财务制度，然
后是财务报告和第三方审计
报告，最后是对每一笔资金
支出是否属实的核实。

中乳协和中国人寿掌
握的这笔赔偿资金，从属性
上并不归这两家机构所有，
他们只是代为管理而已，所
有被三聚氰胺侵害的儿童
和家庭才是这笔资金的所
有人。因此，作为赔偿资金
的管理者，现在没有理由拒
绝公众公开的需求；越是信
息多，约有公开的必要。况
且，档案都是现成的，在电子
时代，公开其实并不困难。

THE BEIJING NEWS 中乳协应该主动公开信息，充分透明，只要不违反保密和隐私规定，所有信息公开的要求都应该尽量满足。

■ 观察家

“地震电视预警”何时推广到全国

5 月 14 日，汶川县境内
的电视播出字幕信息：“温
馨提示：青川县正在发生轻
微地震，汶川无震感”。此
次电视播出的，是由汶川县
防震减灾局和成都高新减
灾研究所合作实现的，全国
首次电视实时播报地震预
警。预警为汶川居民抢出
了约 40 秒的避险时间（《新
京报》5月17日）。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前，
中国的地震应急体制一度将
重心放在预报上，然而历史
经验证明，在人类现有科技
水平下，震前预报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汶川地震
之后，地震预警转而受到重
视，当地震发生后，通过电波

讯号，抢在震波到来前发出
警报，可为人们赢得数十秒
的逃生时间，别小看这几十
秒，专家曾估算，汶川地震如
果能提前几十秒预警，伤亡
人数或可大量减少。

如今，汶川在短短 4 年
内就取得斐然的成就，不仅
建立了地震预警系统，更将
预警系统与广电系统对接，
直接面向公众。中国的地
震预警系统从此不再是空
白，这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公众的期盼显然是，这
样的地震预警何时能推广
到全国？

从目前的现实看，实现
这个目标，还需要克服诸多

困难。
一套先进的地震预警

系统，需要高密度的地震监
测体系作为支撑。但中国
的地震台网覆盖密度远低
于发达国家，统计显示，以
强震台覆盖密度为例，日本
为 1323 台/万平方公里，美
国为 53 台/万平方公里，中
国 只 有 0.3 台/万 平 方 公
里。汶川地震后，地震台网
建设虽然有所加速，但数量
仍然远未足够。此其一。

其二，如何减少地震预
警误报，也是一大挑战。地
震发生后，近震源监测台要
想在极短时间内确定地震
参数，并实时预测尚未到达
的破坏性地震波的强弱，并

非易事。即便在地震预警
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也面临
这一问题，据报道，2004 年，
日本在半年内一共发布的
245 条警报，其中有 10％被
确定为“假情报”。

其三，发出预警信息只
是第一步，在接下来几十秒
时间内，民众如何对待和运
用预警信息，能否作出冷静
而有序的紧急防范行为，至
为关键。而这，正是目前国
人灾难应急能力的短板，如
果此问题不改观，预警反而
带来混乱，从而使预警效果
打了折扣。

关于地震预警，许多人
对日本等先进国家甚为推
崇，而不知道的是，之所以

这些国家做得好，不仅在于
其技术本身的先进，而且在
于这种预警有着良好的“社
会土壤”，包括国家对防灾
减灾的重视与投入，值得信
赖的建筑抗震能力，成熟的
国民应急素质等。

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部
门一家的事，它是个庞大的
社会工程，需要国家在财政
投入上大力扶持，重视国土
防灾体系的建设，也需要打
破部门分割，建立跨部门的
合作机制，同时更需要从教
育抓起，在社会普及防灾减
灾教育，提高民众自我救助
与防护能力。如此，地震预
警方能做到事半功倍。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日本等国的地震预警之所以做得好，不仅在于其技术本身的先进，而且在于这种预警有着良好的“社会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