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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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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10 月 24 日 A23 版

《88 岁 老 太 先 打 扮 后
见 客 》（记 者 ：王 卡
拉 编辑：郭红梅 校
对：王春然）一文中提
到的“黄淑英”均应为

“黄淑兰”。

【文字更正】
1.10 月 24 日 A31

版《“西单奶奶”重阳节
挂念儿女》（校 对 ：薛
京宁 编辑：魏佳）一
文，第 4 栏第 3 行中的

“无为承担”应为“无
力承担”。

2.10 月 24 日 D16
版《两天一夜游碛口》
（校对：郭利琴 编辑：
巫慧）一文，第 2 栏第 3
段倒数第 4 行中的“风
翼”应为“凤翼”。

■ 社论

充分沟通在先，“PX”就不会闹大

昨日凌晨，宁波镇海区政
府发布了《关于镇海炼化一体
化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对
备受关注的镇海炼化扩建工
程及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对
于由此项目引发的附近村民
群体上访事件，该区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不仅与村民
代表广泛沟通，并做出了相
关书面答复。但不少网友仍
发微博表示“不买账”。

其实公众对于 PX 项目
的质疑已有多次。2007年，
厦门发生市民质疑PX项目
上马的事件，最后导致该项
目不得不易址建设。2010
年因民众质疑，大连让已经

投产的 PX 化 工 厂 停 产 搬
迁。总结几起 PX 相关事
件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在
此类公共决策方面，因程
序上缺少民众参与，单方
面决策引起民众的不信任
感乃是主因。

实际上，PX 这种现代
化学工业中极为重要的产
品并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可
怕。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IARC）和美国政
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AC-
GIH），均将PX归为“缺乏对
人体致癌性证据的物质”。

而且，本次发生在镇海
的事件，原本不是针对 PX

的，根据镇海政府网站上的
市民留言和政府有关说明
来看，矛盾的起因是搬迁，
即“要求尽早将村庄拆迁纳
入新农村改造计划”。要知
道，早在 1975 年时，镇海炼
化就开始建厂了，在2011年
底时，该厂的原油加工量已
经超2100万吨，乙烯产量超
110万吨，而本次新建的“炼
化一体化项目”，也不过是

“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
烯”的项目总量。

另外，早在2010年年底
时，镇海网民已就相关问题
咨询过发改局负责人，且该
项目也于 2011 年初写入了

宁波“十二五”规划。
然而，这件事情还是激

起了公众的不满，正因为当
地政府和此前“PX 事件”所
在地政府一样，在面对公众
质疑和意见表达时，交流沟
通得太少，“捂盖子、打板
子”的举动太多。所谓“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PX 之
所以在国内落得如此名声，
正因为此前每一次意见表
达，都被激化或压制成群体
性事件，当正常的沟通渠道
无法建立，事件最终便走向
了“民众受伤害，项目要下
马”的双输结局。

其实，宁波镇海应该吸取

此前厦门和大连等地的教训，
对如此敏感的公众极大关注
的项目，在立项之初，就应该
做到让民众心中有数，用数据
事先给公众解释说明，让他们
了解该项目的安全性，同时
听取民众的意见。这些如能
做到，就不至于已经立项却
遭遇民众反弹。

某 种 程 度 上 ，民 众 对
PX 项目的不安和反感，也
是对地方政府部门忽视民
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
的不满。其他地方政府也
应该从这次宁波PX事件中
吸取教训，不要让此类事件
一再发生。

■ 观察家

谁让左小祖咒成了“钉子户”

音乐人、当代艺术家左
小祖咒有一首歌叫《钉子
户》。现在，因为常州的老
家遭遇强拆，左小祖咒也成
了一位“钉子户”。

据报道，10 月 23 日凌
晨，左小祖咒接连发出多条
微博称，其江苏常州南夏墅
钱家塘 13 号的房子遭到一
些袭击。其父亲曾向常州
市国土资源局递交相关信
息公开申请，常州市国土
资源局武进分局答复称：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胜西村
钱家塘组暂未涉及城镇建
设用地批次。如果这一情
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地或
许既涉嫌违法征地，又涉嫌
违法拆迁。

这两日来，左小祖咒遭
遇强拆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诸多名人纷纷转发、声援，
举世皆知。这幕带着真切
痛感的“名人抗拆记”，在现
实中上演，在网络上直播。

关注左小祖咒遭遇强
拆，显然不只因为他是名
人，更是因为他是一个公
民。强拆触及了公民权利
的底线。尽管，因为强拆的
各种惨剧，旧的城市拆迁条
例已经废止，各部委也三令
五申不得强拆，有些强拆者
也被追究了法律责任，可
是，在很多地方仍然强拆不
断。当下中国社会并未远
离强拆的焦虑，“强拆”的不
公仍然会不期然降到每个

人的头上。
关注公共事件即是关

注社会共同的价值。人们
关注、声援左小祖咒，不只
是要帮助他维护自己的合
法利益，更是要捍卫尊严和
公正。民众关注左小祖咒
的遭际，同样因为共同价值
的危机，而引向对自身合法
权益的关切。

左小祖咒遭遇强拆，带
来的另一种社会伤害或许
在于，让一些人不再怀有一
种侥幸，与浮华之中看见现
实。不管你是明星、作家、
企业家，你并不能因为身
份、资产、社会声望，而让自
己和家人免于侵犯。因而，
此事能够唤起更广泛的公

民身份认同。
常州当地能否依法公

正处理此事，既关系政府公
信，也关乎民众信心。尽
管，任何一位名人都不应在
公民权利之外，拥有特权，
但是，作为一种客观事实，
名人维权确实能够吸引更
多的舆论关注，也更利于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
而，公共舆论对此事的关
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
名人，为图一时热闹，正是
名人也遭遇强拆，能够测试
出公民权利的脆弱，以及公
民维权的难度。

倘若左小祖咒这样微
博上有六七十万粉丝的名
人，都不能阻挡强拆的推

土机，不能让当地政府依
法办事，怎么又能让人相
信，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坚
不可摧？

那些在一线搞强拆的
人或许并不知道左小祖咒
是谁，或许也不上网，不看
微博，可是，无视外部舆论
汹 涌 ，而 一 味 蛮 干 ，只 会
让事件越闹越大，难以收
场。常州方面只有尽快依
法调查，看看其中到底有
无违法征地等行为，如有
则 依 法 惩 处 相 关 责 任 人
员。只要地方政府依法行
政，强拆或许就不会发生，
左小祖咒也无需去当一个

“模范钉子户”。
□新京报评论员 于德清

PX之所以在国内落得如此名声，正因为此前的意见表达，多被激化或压制成群体性事件。
当正常的沟通渠道无法建立，事件最终便走向了“民众受伤害，项目要下马”的双输结局。

倘若左小祖咒这样微博上有六七十万粉丝的名人，都不能阻挡强拆的推土机，不能让
当地政府依法办事，怎么又能让人相信，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坚不可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