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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哈尔滨市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哈尔
滨市建委表示无法找到施工
单位的情况进行了否认，并表
示，“市建委已经按照事故处理
的有关程序，将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资料提
交事故调查组。待事故调查
结果确定后，将以上单位名
单一并向社会公布。”

侧滑也好，超载也罢，新
桥的垮塌固然令人痛心，不
过，随之而来的政府反应却
更是让人忧心。针对公众对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的公开诉求，哈尔滨市有
关方面为何能够一再推延，
不愿意主动公开呢？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规定，“重大建设项目的批
准和实施情况”属于政府应该
主动公开的范围。发生坍塌
事故的桥梁无疑属于当地重
点工程，其设计施工监理等相
关情况，理应向社会公开。

事实上，在国内很多地
方，工程建设领域的信息公
开已成惯例，多个省份对此
均有公开。而且，这样的公
开并不仅仅限于发生事故之
后，而是应该在工程招投标
完成之后就要公开的。这既
是政府的责任所系，也有助
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同
时，对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而言，也是一种约束。

地方政府部门不应该刻
意隐去这些已经成为舆论焦
点的名单。既然已将相关资
料提交事故调查组，为何还
要等到事故调查结果确定
后，才能将设计、施工以及监
理单位一并向社会公布？事
故调查需要深入细致，但及
时公布相关的事态进展，回
应民众的焦虑和关注，也是
事发地政府的职责所在。

哈尔滨官方的“按照程
序”、“待事故调查结果确定
后”再行公开，这遵照的是什
么程序？这样的“神秘化”，除
了让公众情绪继续发酵之外，
并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利于事
件顺利发展的积极作用。

目前，经由媒体的刨根
问底，事故桥段的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均已浮出水面，而
施工单位也锁定目标，据说
是福建一家不太有名的公司
——或许这正是哈尔滨市政
府不愿公开的原因所在？因
为根据此前的公开资料显
示，发生事故的工程系有中
铁一局、中交二航局、中铁十
三局和龙建路桥公司中标，
并没有出现福建那家公司的
身影，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什
么隐情？希望在嗣后的回应
中，相关调查能够解开这个
谜团。

□胡印斌（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A09版

延安特大车祸 36 人
死亡，仅 3 人从前窗破碎
处和车尾仅有的能打开
的窗户逃出保命。长途
卧铺客车的车体设计有
没有安全缺陷？车体应
该有几个安全门？能否
快速便捷地打开？打开
幅度是否足够大，能否满
足全车乘客最短时间里
逃生？去年工信部似乎
已经意识到问题了。

——刘炎迅（媒体人）

哈尔滨火箭速度建
起的大桥如此短命，可笑
可叹！最近 5 年，全国至
少有17座大桥发生垮塌事
故，200余人伤亡，近六成
大桥寿命不到20年，其中
有两座桥尚未建成就“夭
折”。赵州桥啊，你都1400
多岁了，你是怎么建的啊？

——何方（主持人）

坏消息接二连三，各
种公共安全事故，从绝对角
度讲肯定是不可避免，但关
键是，相对角度观察，发生
的也太多了点，个案看，大
多又危害程度极高，出事
后，一味把火气都撒在监管
部门头上不客观，但监管环
节存在严重疏离已是不争
的事实，抓这个问题只能是
自上而下，而非推责其他。

——陈虎（评论人）

现在的河多数是笔直
河道，水泥衬底，硬质河岸，
不会呼吸，曾经这样做是为
防洪，水大时可快速通过。
可由于水量减少，很多河并
没防洪必要，而地下水越来
越少，本可渗入地下的水白
白流走。城市雨量稍一大，
就变海洋，一个原因也是因
为路面不会呼吸。

——张晓楠（媒体人）

女儿初中上了国际学
校。校规只有四条：尊重自
己，尊重他人，有责任感，对
人友好。这样的校规好懂
好记好用。人文课第一讲：
你的名字怎么来的？你的
家在哪里？你想拥有什么
样的品质？你喜欢的格言
和原因？女儿问我：人文课
不是历史、社会什么的吗，
怎么让我讲自己？我猜，要
认识世界需从自己开始。

——杨澜（媒体人）

郑州某重点小学，学位
只有225个，递来的条子达
700多个，个个位高权重，谁
都得罪不起，逼得女校长直
哭。这是教育资源配置行
政化的结果，是优质资源配
置倾斜化的闹剧。教育资
源均等化，何时不再是空话？

——戚聿东（教授）

6 岁男童上海游泳馆
内溺水身亡，游泳馆方负责
了，但孩子已不能复生。就
在前不久，我所居住的小区
游泳池也发生同样事故。
强烈建议家长的视线不要
离开你的孩子，谨记：1.最
可信赖的永远是自己；2.不
要有侥幸心理。

——蔡农（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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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评论

“跪求免罚”：
罚款非文明
的唯一通道

■ 第三只眼

大桥垮塌，施工单位怎如此神秘？

■ 视点

阿姆斯特朗：英雄，时势造
这位迈出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在月球表面留下第一个人类足迹的前宇航员，是个

谦逊、低调的人，他曾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美国英雄”。

据报道，世界首位登上
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
25 日逝世，享年 82 岁。家人
声明称阿姆斯特朗死于心脏
搭桥手术后的并发症。

尽管熟悉尼尔·阿姆斯
特朗的人都指出，这位迈出
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在
月球表面留下第一个人类足
迹的前宇航员，是个谦逊、低
调的人：长期回避记者、麦克
风和摄像机，很少出席公共
活动，在俄亥俄州一座偏远
农庄隐居了几十年之久，并
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
人，不是什么“美国英雄”。

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自
1969 年 7 月 20 日至今，42 年
来一直把他当做“美国梦的
典型”、“英雄中的英雄”，更
不妨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竞

选对手罗姆尼，在阿姆斯特
朗去世后旋即发表充满赞誉
之词的悼念文字，将之称为

“不仅这个时代，且是美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英雄”。

倘若阿姆斯特朗健在，
他会怎样回应这些溢美之
词？这位几乎从不炫耀宇航
经历的杰出宇航员多半会强
调，登月只是他“分内工作之
一”，且他只是整个“阿波罗
系统工程”中的一个环节、一
个分子，一如他在寥寥几次
相关谈话中所说的那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阿姆
斯特朗的成名，正应了“时势
造英雄”这句话。

阿波罗计划号称“人类
历史上最复杂、最耗钱的系
统工程”，历时 11 年，耗资
240 亿美元，汇集了当时全

美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无
数尖端技术、先进理念、管理
方法，不惜工本，最终让美国
实现了“抢在苏联之前把国
旗插到月球表面”的梦想。

这个梦想得以成为现
实，关键是资金、技术、人才、
系统全部到位，当地面上的一
切都尽善尽美后，登月已是水
到渠成的事，宇航员真的只需

“个人一小步”，便能迈出这历
史性的“人类一大步”。

美国之所以不惜血本，
推动阿波罗计划这次“太空
冲刺”，说到底，是在当年美
苏争霸的冷战氛围里，争取
太空和舆论制高点的需要。
冷战氛围、争霸需要、投入保
障，加上当时炙手可热的电
视直播的普及，这一切都让
阿姆斯特朗一举成名天下知

——尽管他的成功其实是整
个阿波罗计划的成功，而在
这个计划中，他这个最出名
的人，却远非最关键的人。

难能可贵的是阿姆斯特
朗本人。这位时势造就的英
雄对自己始终有清醒认识，他
曾说，公众不应只盯住“宇航员
登月时的砰然一声”，更应记
住每个宇航工作者“所有的日
常工作”。他在短暂辉煌后的
漫长人生中，表现出对荣誉、
地位和个人角色的、难能可贵
的自知之明，仅这一点，便无
愧于英雄的称号，无愧于人们
对他的尊重、敬仰和缅怀。

记住阿姆斯特朗的奉献
精神、成就和谦逊品质，就是
对他最好的纪念。

□陶短房（学者）
相关报道见A06-A07版

在国内很多地方，工程建设领域的信息公开已成惯例，这样的公开并不仅仅限于发生事故之后，
而是应该在工程招投标完成之后就要公开的。这既是政府的责任所系，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 时事漫画

媒体从业者廖红波
从今年3月开始，为了申
请“三公经费”信息公
开，他起诉了湖南省多
个镇政府。让他吃惊的
是，在起诉之前，对方对
他的申请毫不理睬。一
名镇政府官员甚至告诉
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
种事情”，有的镇政府官
员认为他在“给政府找
麻烦”，“如果老百姓都
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
儿都干不成了。”（8 月
26日《中国青年报》）

给政府
“找麻烦”

漫
画/

张
建
辉

8 月 24 日，武昌大东
门公交车站一名农民工扔
烟头，被市容监督员捉现
行。捡起烟头后，执法人员
仍要秉公执法，情急之下，
该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
该场景被一名网友拍照，事
后上传微博，一时引起波
澜。（8月26日《现代快报》）

当事农民工的这一
跪，不但把当地城管部门
跪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
上，也瞬间“跪爆”了公众
对城管部门的不满情绪。
客观而言，一张照片能够
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如
果仅仅因为这张农民工

“跪求免罚”的照片就一边
倒地批评城管部门，未免
有失客观与公正，理性看
待农民工的“跪求免罚”才
更有意义。

比如事后有现场市民
证明，并不是市容监督员
要求当事农民工下跪的，
而是农民工为了免予处
罚，主动想“以跪代罚”，市
容监督员没有同意而已。
如果这就是事情真相的
话，那么据此指责市容监
督员恃强凌弱，就是没有
道理的。说到底，这些市
容监督员，不过只是城市
管理规定的执行者，如果
说对一些不文明行为进行
罚款不妥当的话，责任也
在制度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身上，而不在这些市容监
督员身上。

现在网友之所以对农
民工“跪求免罚”的照片反
应如此强烈，不过是因为一
方是弱势的农民工而已。
可是，按照规定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农民工乱扔烟
头，同样在受罚之列，并不
能因为他农民工的身份，就
有免予被罚的特权。

通过这件事真正需要
反思的，是在推进城市文
明建设，改善市容市貌方
面，到底该采取什么方式
和途径的问题。如果“罚
款”当道，不但效果不好，
而且有以罚代管、沦为“罚
款经济”的风险，以宣传、
教育和引导为主要手段，
以罚款惩戒为辅助手段，
或许更为合适。

假设在这位农民工因
为扔烟头被抓了现行的时
候，市容监督员不是第一时
间就出示罚款利器，而是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把城市
文明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
告诉他，让他主动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或许
就可以避免农民工“跪求
免罚”的事情发生了。

□苑广阔（职员）

假设市容监督员
不是第一时间就出示
罚款利器，而是人性
执法，或许就可以避
免农民工“跪求免
罚”的事情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