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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点

长假794人死于
交通事故，仍应反思

■ 议论风生

警察开枪事后
报告制亟待完善

【央视“你幸福吗”调查】

上世纪90年代看过一
部前卫的纪录片《北京的
风很大》，从头到尾在问受
访者同一个问题“你觉得
北京的风大吗”，各种回答
包罗万象。此片曾入围第
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
论坛单元。不确定新闻联
播是否受这部片子启发，
只是把问题改成了“你幸
福吗”。无论如何，努力说
真话的尝试值得鼓励。
——马洪涛（财经节目主播）

首先这种街头采访的
方式就有问题，题目设置
过于笼统，应当更加具体
化，消除被采访对象对镜
头的紧张感，自然进入主
题。现在这种问法更像是
那种娱乐节目的做法，采
访者没有想过怎样去挖掘更
深层次、更生活化的东西。

——吴新华（职员）

你幸福吗？对于这个
问 题 ，每 个 人 的 理 解 不
同，每个人的心态不一，
每个人的说法自然迥异；
我们不能强求别人幸不幸
福，也无权干涉别人的幸
福观；幸福与物质积累有
关，也与精神财富有关；
有钱人不一定幸福，没钱
人未必不幸福。

——司爱武（媒体人）

【其他】

“长假全国收费公路
减收200亿，路桥公司高喊
亏不起”。这则新闻有几
个要点，一是百姓负担之
重，8 天 200 亿，减少公路
收费，势在必行；二是对不
能正常运行的路桥公司，
应尽快撤并；三是拉动内
需，有了方向。如果所有
路桥减少冗员，降低一半
收费，就能给百姓减轻数
千亿负担，何乐不为？

——张学虎（媒体人）

去年北京书展，我与
荷兰作家凡迪斯对谈，我
问他：中国作家大多都有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之梦，
不知你是否想过这个？凡
迪斯回答：我从来没有梦
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连做
噩梦的时候都没有。

——慕容雪村（作家）

中国股民一开始肩上
就担负起国企脱困的重
任，后来，又为银行全面
改制输血，再后来当上了
喂 养 创 业 板 的“ 饲 养
员”。现在又承担起了社
会保障、维护安定团结的
沉重担子，而几千万投资
大众的利益谁来保障，他
们付出的如此之大，但回
报他们的却是巨额亏损。

——苏渝（学者）

近日，一组数字在网上
引起广泛争议。公安部数据
显示，今年双节假期，全国因
交通事故死亡 794 人，2473
人受伤。很多人因此在网上
表达不满，甚至迁怒于首次
实行的高速免费政策。

一个假期，交通事故夺
去 794 人的生命，听来确实
令人唏嘘。不过，也不能因
为节假日喜庆氛围仍有余
韵，就讳疾忌医，不愿意看
见这样一组伤亡数字。伤
亡不可能因为数字的秘而
不宣而有所减少，相反，将
之开诚布公、理性面对，并
找寻其背后的根源，才有可
能找到治理之道，减少现实
中的事故和伤亡数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
次双节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
的伤亡，并非“史无前例”。
新闻中已有交代，今年假期
八天无论死亡还是受伤人
数，都分别下降了 46%和
47%。搜索下往昔的伤亡数
字，做一对比，即可发现今年
伤亡数字下降的幅度确实并
不小。2011年，全年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为 62387 人，日
均 171 人，按八天来算即有
1368 人。如果考虑到今年
第一次高速免费，车流量同比

大增，那这样的下降更为不
易，有很多值得反思、汲取经
验的地方，而不是急于批判。

今年高速首次免费，各
地交警部门都严阵以待。
比如，有报道显示，浙江全
省 1530 名高速民警每人平
均累计加班70多小时，有的
甚至连续 20 多个小时坚守
在路面上，民警们“喊破喉
咙写断手”。而浙江假期因
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也下降
了 66.7%。死亡人数的减
少，是否和交通管理部门的
努力有关？这样的情形，在
各地是否普遍？今后能否
持续？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公众希望看见的，不只
是假期伤亡人数，更希望看
见相应的反思和改进建议。
比如公安部日前修订条例，
规定驾龄一年以下的驾驶员
不得独自上高速，这便是加
强交通治理的明确信号。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有
些难受的伤亡数字，公众除
了批评、监督公权部门的工
作之外，恐怕也要多一些自
省。类似占道行驶、抢道超
车、变道加塞等易引发事故
之举，固然要靠管理，也离
不开个体习惯的养成。

□敬一山（媒体人）

近日，网传河南温县一
名小偷在逃跑时被县公安局
副书记 4 枪击毙。对此，温
县警方在通报中称，犯罪嫌
疑人在逃离途中挤撞追捕警
车，并且持砖袭警，在鸣枪警
告两次无效之后，公安局党
委副书记李世轩开枪将其击
伤，犯罪嫌疑人在送往医院
途中死亡。（据《人民网》）

这是继盘锦枪击事件后，
又一起备受关注和质疑的警
察开枪事件。基于对警察滥
用武力的担忧，虽然目前温县
警方已经就此事件发布通
报，即便公众依然抱有谨慎
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警察使用武器，事关公
民生命安全，因此，各国立法
对此都十分慎重，往往规定
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
救济措施。如我国公安部门
针对不同警情规定了分级使
用武力的标准。但即便如
此，由于开枪事件往往事发突
然，警察的心理素质、反应能
力参差不齐，对开枪行为的必
要性、合法性的判断，往往必
须经过事后的调查才能判明。

因此，严格的事后报告
和调查程序，是监督警察开
枪行为的重要方面。在香
港，不仅对警察的开枪行为

要求事后报告和接受调查，
对拔枪、举枪行为也同样有
要求。除此之外，警方还建
有完善的信息通报、媒体沟
通机制及对开枪警察的心理
干预机制。正是将事前控制
与事后控制相结合，才努力
保证警察武力不被滥用。

我国亦规定了警察开枪
的事后报告、调查制度。如应
及时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
场，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
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报告，由
其进行勘验、调查，并及时通
知当地人民检察院。但遗憾
的是，在我国相关立法及警务
实践中，对于开枪事件的事后
处置仍然失于粗疏和草率。
勘验、调查工作仍由案发地公
安机关负责，导致人们对警方
是否存在“偏袒”，调查结论是
否客观、公正产生疑虑。至于
及时公开信息、实施心理干预
等，也做得不够。

每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都
牵动人心，如果警方能够及时
公布案情、回应公众质疑，则
又是修补警民关系、赢得信赖
的契机。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完善警察开枪事后调查报告
制度，让每一声枪响都经得起
公众的质疑与时间的考验。

□毛立新（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