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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7 月 25 日 D08 版

《理想城市藏在时光中
的飞越》（校对：郭利
琴 编辑：曲亭亦）一
文，第 2 栏第 1 段倒数
第 2行中“三杰鼎力”应
为“三杰鼎立”。

2.7 月 26 日 A38 版
《男篮扛了 28 年大旗》
（校对：翟永军 编辑：
王春秋）一节，第 1栏第
1 段第 6 行中“至高无
尚”应为“至高无上”。

■ 社论

哀悼遇难者 让生命更有尊严

昨晚，北京“7·21”特大
自然灾害遇难者详情公布。
灾害已造成77人死亡，其中
66人已确认身份。已经确认
身份的66名遇难者中，包括
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的5
人。另61名遇难者的姓名、
年龄、遇难地点和死亡原因
等，也已经一并公布。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表
示，之所以昨晚才公布遇难
者人数，是由于暴雨引发山
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
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
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
查、核实。当然，有关部门
还是“不放弃搜寻”。

所有的遇难者原本和
你我一样，或平淡或精彩地

生活在这个城市，但此刻他
们已经永远离开。随着人
数和姓名等情况的公布，他
们的亲友会被再次唤醒沉
痛的记忆，而人们也将从这
些原本鲜活的名单中，感悟
生命曾有过的温度和精彩，
铭记灾难的无情。

这些遇难者名单中，有
不幸蒙难的普通市民、外来务
工者，也有在救援中牺牲的基
层干部，但不论是谁，想必都
曾有过疼痛与幸福，有过奋斗
与彷徨，都是一个无价的生
命。任何遇难者，都不可被简
化为一串单薄数字，不可被掏
空生命的印记，毕竟，生命远
逝从不意味着尊严的夭折，生
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在此，让我们一起哀悼
遇难者，共同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既需要各种仪
式和纪念，也需要今后更多
制度的改进和行动的改变。

于行政而言，公布遇难
者名单是因应民意的程式；于
民心而言，名单则是抵达灵魂
的仪式。将罹难者名单等信
息庄重地发布在舆论场，是一
个城市给予遇难者的基本礼
遇。当这些名字撞疼了我们
的眼球，我们记住的，才不会
是一个模糊的暴雨的影子。

哀悼逝者，起于我们发
自内心的悲悯。物伤其类，我
们本就在命运共同体中，一起
承载着现世的悲欢。只不过，
灾难在我们之间划开一道沟

壑，那边是罹难者，这边是幸
存者。但这不能隔断我们的
命运关联。他们的不幸，对这
个社会也是一种唤醒。

雨灾过后善举喷涌，提
升着公共生活的温度，也传达
生命至上的意识，是灾难袭来
时最牢固的心灵防线。当普
罗大众为救灾、善后而奔走，
死难者更应该被铭刻在有形
或无形的纪念碑上，以此来
见证人本的社会意义，也让
民众的悼念找到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
布的信息包括了遇难者死亡
原因。是的，我们不仅要记住
遇难者的名字，更要吸取这以
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弄清
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原因，拿出

具体措施补救那些沉痛的“意
外”。比如，在高危路段做好
警示，清理占据河道的民居，
更新排水设施，提升个人的防
灾意识……

昨晚，央视缓缓读出了
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每一
个名字，都有生命的重量。
止歇欢娱，让我们记住这些
遇难者。而最好的悼念方
式，是在灾难中警醒，增强
社会的防灾意识，在城市建
设上和衷共济，补缺制度短
板、重整防灾体系、集结自
救能力。从一场防灾演练
开始，从拓宽一条下水道开
始，让生活更有保障，让生
命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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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名字，都有生命的重量。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在灾难中警醒。从一场防
灾演练开始，从拓宽一条下水道开始，让生活更有保障，让生命更有尊严！

暴雨预警：“有备无患”好过“有患无备”
■ 观察家

北京气象部门 25 日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称午后北
京可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不排除个别区域出现暴雨。
预警发出后，消防、排水部门
等严阵待命，并堆积沙袋防
汛减灾。由于此次暴雨蓝色
预警首次通过短信向市民大
范围发布，一时间，全城躲雨
似“空城”，许多机构提前下
班，让员工尽可能避开大雨，
公交地铁高峰期间客流锐
减，往日拥堵的街道车辆变
得稀少，一些餐馆酒店门可
罗雀。然而，这场强降雨并
没有“如约而至”。

“全城躲雨”，结果却是
虚惊一场，许多人对此难以

接受，在网络上，一些对这
次不成功预警的质疑、批
评、调侃之声不绝于耳。这
些态度很不可取。

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尽
管气象预报技术已经发展
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
要做到百分之百地精准预
报，事实上还没有哪个国家
能做到。面对天灾的变化
莫测，我们灾难的应急，有
时必须付出审慎的代价。
类似这种暴雨等极端天气
的预警，在世界许多地方都
存在，而预测不够精准，也
是时有的事。

例如，在香港，天文台与
传媒高度配合，每逢天气异

常，电视台、广播、网站等，都
会把最新的天气资讯摆放在
显眼位置；地铁、商场、住宅
小区、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
悬挂标准化的天气预警级
别。尽管常有人抱怨天文台
发布的预警是“虚惊一场”，
但香港市民普遍把天文台的
预警“当回事儿”。

很多地方的民众之所
以对气象预警失误有颗平
常心，显然是看到，与灾难
带来的惨重代价相比，几次
预警失误所带来的生活不
便其实算不上什么，这样的
失误，恰恰是保证人们生命
财产绝对安全所必须付出
的成本。

此次无论是气象部门通
过短信大范围预警，还是消
防、排水部门在预警并非最
高级别下严阵以待，单位让
员工提前下班避雨，都是尊
重生命的进步。天灾，事前
完全没有人可以说得准，“有
备无患”总比“有患无备”好。

另外，也应看到，“全城
躲雨”也说明，社会的防灾
意识提高了。当天，很多企
业表示只要不影响工作，员
工可以回家办公，或者主动
放假，让员工提前回家。很
多市民也取消了晚上的社
交活动，一些酒店门庭冷
落。有这样的一种“全城戒
备”状态，恐怕真的有大暴

雨降临，也不会给大家带来
多少影响。

不过，这次并不多见的
“全城躲雨”，与大家刚刚经
历了一场 61 年最大暴雨有
关。当灾害记忆慢慢褪色，
无论政府部门、企业单位，
还是普通市民，是否还能这
样谨慎应对？才是值得关
注的事情。要保证“全城躲
雨”成为常态，需要一整套
完整的机制，什么级别的预
警，处于社会不同位置的人
该有怎样的应对，要有相对
固定的预案。这有待政府
和市民一起探索和完善，而
不能每次都“跟着感觉走”。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几次预警失误所带来的不便，恰恰是保证人们生命财产绝对安全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