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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栋！6月14日清晨6时左
右，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居民楼
发生“局部垮塌”，具体伤亡人数尚
在核实。据媒体统计，5月 20日至
今，全国已至少发生 5 起居民楼垮
塌事件，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居民楼垮塌，简单的几个汉字
可能无法概括事件所给人内心造
成的震撼，甚或说恐慌。5 月 20
日，贵州贵阳垮塌事故，造成 16 人
遇难，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称“山
体滑坡导致地质灾害”，5月 31日、
6 月 12 日，葫芦岛两起塌楼事故，
初步调查称“液化气罐爆炸”所致，
在对涉事居民楼的描述中，当地媒
体提及楼房建筑时间为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而此次遵义的“局部垮
塌”，对楼龄的表述目前还相对含
糊，称其为“9层老旧居民楼”。

当地强调或刻意突出建筑物的
老旧，用意虽无法做指向性猜测，但
当下人们对于建筑物“老旧”的定
义，其实已然足够心寒。三四十年
的楼龄，在很多人眼中事实上已经
是破旧的代名词，如果“破旧”还是
一个对建筑物美观属性的一种描
述，那么“老旧”则更多指向其目前
的建筑质量状况。但5月20日贵阳
居民楼垮塌事故，涉事建筑建设年
份是2003年左右，刚刚12年。

还住着人、正常使用中的居民
楼出现垮塌事故，不仅对身陷其中
的居民是一场灾难(且其他人可能
永远无法想象和体会事发时的恐

慌)，对旁观者、对通过新闻报道获
知多起类似垮塌事件的公众，都会
是一次不小的震动。此次居民楼
垮塌发生的前五天，遵义市曾发生
另一起居民楼垮塌事故，幸得一家
事先发现墙体裂缝的居民挨家挨
户呼喊预警，才使得此次事故无人
伤亡。现实无法假设，但事后或有
机会再询问，6月 14日垮塌事故的
居民，彼时在听闻 6 月 9 日事故时
的心情——有谁会觉得如此恐怖
的生存危局，也会落在自己和家人
身上？而此时此刻，看到并谈论新
一起居民楼垮塌事故的你我，心情
又是如何？

有没有一点毛骨悚然？可能
难免，但更残酷的现实则是，公众
对于建筑物质量隐患的忧虑，尚无
清晰可见的路径以纾解。针对接
连发生的居民楼垮塌事件，《人民
日报》连续刊发评论呼吁有关部门

“再给力、再上心一点”，至于究竟
力量该往哪里使，则是需要认真讨
论并切实付诸行动的事，不能光用

“高度重视”、“举一反三”来做普通
的舆情危机应对。首先是对垮塌
建筑的事故原因做专业、独立的调
查，对自然灾害、建筑物质量、违建
等因素做客观界定和分析，不能存
有遮蔽的心——存在自然灾害或
违建，则建筑垮塌的原因就是灾
害、违建之间，并不能直接建立联
系，还需要更多专业调查。正如一
场地震发生，同一个区间的不同建

筑，在面对同一灾害的现实反应与
受损状况也会存在差异，这其中所
不能回避的可能性中，必然无法绕
开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建筑质量。

居民楼垮塌与建筑质量是否
有关，在官方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
中，除了对楼龄的强调之外，似乎
还无法看到对涉事建筑的质量状
况有权威、专业的测评，而这是事
故调查与追责所不能或缺的部
分。建筑建设过程中的工程监理，
后续质量的监控，以及目前已经多
次提到的违建问题，违建成为既成
事实的状态下，其责任便不仅有违
建方，还有政府监管部门——任由
违建项目进行并交付使用，在垮塌
发生之前甚至长时间相安无事，其
中是否存在渎职甚至权力寻租的
行为？与此同时，基于近一个月来
发生的多起居民楼垮塌事故，非常
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居民楼建
筑质量状况进行系统的、实事求是
的排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后进行及
时防范、修缮或者撤离，这是社会
公众在惶恐地旁观、自求多福之
外，所能付诸行动的积极预防措施
之一。

公共安全不能一直这样“击鼓
传花”，已经足够被动的社会应对
机制，也需要认真想一想，到底该
做点什么。或者起码环顾四周，看
看各自居住的所在，是否安全，是
否存在隐患？并扪心自问，是否要
一直这么被动地等待下去？

居民楼频频垮塌，公共安全不能“击鼓传花”
□南都

近期，多地接踵而至的留守儿童生
命之殇令人揪心。缺乏父母陪伴呵护，
留守往往“失守”，甚至成为变相被“遗
弃”。尽快唤醒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群体
的情感关爱，已成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农村有超过6000万的留
守儿童，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是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催生的群体。据
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
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
显示，目前我国留守儿童存在着犯罪率
高、受侵害率高、住院率高等“三高”现
象。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就
是家庭关爱监护的缺失。一些在外打
工的父母，往往将孩子托付他人照料，
一年难得见面几次，甚至“一去多年”不
照面，很多留守儿童变相被“遗弃”。

养不教，父之过。防止留守儿童被
变相“遗弃”，首要责任在于留守儿童的
父母和家庭。作为留守儿童监护的第
一责任人，他们的教养责任不单是为孩
子提供基本的物质生存保障，更重要的
是给予情感呵护和关怀，这种亲情之爱
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数据显示，我国留守儿童中1岁-8
岁所占比例最高，这些低龄留守儿童心
智尚在发育，更需关爱引导。当同龄孩
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们已经不得
不独自承受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如果得
不到应有的情感支持和依傍，他们弱小
的肩膀就有可能被绝望压垮。

防止留守儿童变相被“遗弃”更离
不开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尽管多年来，
不少地方建立了包括留守儿童之家、爱
心妈妈等关爱和保护机制，但相对于大
量留守儿童的现实需求，覆盖面仍然有
限。解决留守儿童频频曝出的被侵害、
轻生等问题，需要完善法律并进行帮扶
机制创新。

例如，针对一些父母生而不养、监
管陪伴严重缺失，是否可以参照“常回
家看看”通过立法手段制约，制定留守
儿童父母陪伴时间的法律法规红线，杜
绝长年失陪、不履行父母义务的现象发
生。再如，在留守儿童关爱工作中，是
否可以引入更多有专业素养的社会组
织，通过专业组织和人士为留守儿童提
供心理支持和情感疏导，避免现在单纯
由政府和学校指定人员联系留守儿童
造成的人手紧张、不专业等问题。

我国留守儿童占整个儿童群体的
三分之一，这部分孩子的健康成长关乎
祖国未来，对他们的关爱和帮助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标志，也关系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如何让这些失依
的天使同在蓝天下，共享一个家，不仅
是家庭的义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
期待，血的教训能敲响一记有力的警
钟，让家庭、社会和政府部门尽快携手，
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留守儿童编织
起更完善的情感关爱保障网，让他们的
生命之花同样绚烂绽放。

不要让留守
成为变相被“遗弃”

□杨玉华

780 万元存款被冒领，听从警
方私了后对方拒还钱，央视《焦点
访谈》近日播出的《被私了的案
件》，引起公众和深圳市公安局高
度重视。目前，当地警方已成立法
制、督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进行全面调查。

在法治日昌的背景下，这起被
央视关注到的个案倘若属实，其荒
诞之处则真是令人震惊。因为在
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如果执法
者游说受害人与嫌疑人“和解”，那
将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也是对刑
事犯罪的极大纵容，更是对公共利
益的极大漠视。正因为如此，事件
调查必须围绕执法者自身，不放过
任何无法自圆其说的疑点。

从报道的内容看，本案中警方
的执法不乏蹊跷之处。

其一，警方为何拖延 8 年才侦
办？报道显示，2003 年受害人报
案，2004 年警方取证后正式立案，
但直到2012年初才开始通缉，迟延

采取执法措施的理由是什么？而
事实上通缉令下发没多久，当年 3
月 9 日犯罪嫌疑人就被抓获，似乎
并不是一桩多么疑难的案件，这让
人对警方的拖延感到不解。

其二，警方究竟有无劝解受害
人与嫌疑人和解？这一点对于认
定执法者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
报道称，抓获嫌疑人后，办案民警
给受害人两个选择，一是讨回存
款，但需要主动撤销案件；二是让
犯罪嫌疑人坐牢，但钱就不归还
了。这种胁迫式的交易如果属实，
警方便具有为嫌疑人脱罪的嫌疑，
如果警方没有从中干预，那么受害
人为何要选择撤销案件呢？

其三，即便没有证据表明警方
从中协调，撤销案件的依据又何
在？背后的事由为何？嫌疑人涉
嫌合同诈骗，且还有伪造公章、财
物章和印鉴卡的行为，刑事侦查不
能因为受害人要求撤销就撤销，这
是基本常识，可是办案人员却搞了

个“捉放曹”。所谓无利不起早，执
法人员为何要蹚这浑水呢？

其四，当受害人要不回私了时
承诺的还款，再度找到经侦局时，
警方缘何不重新立案侦办，而是简
单地以案件被撤销为由予以推
脱？让人更加怀疑此前私了中执
法人员的真实用意了，幕后是否还
有其他的真相？

上述蹊跷之处，也是公共舆论
疑惑所在，更应当是彻查此案的关
键。而归结起来，就是需要重点梳
理案件侦办过程中执法权是否依
法运作，办案人员有无渎职滥用职
权的情形。如果执法公权在本案
中是清白的，就请拿出事实证据回
应公众的知情权诉求，通过合乎逻
辑的解释消除公众的怀疑，以挽回
执法公信力。在还原真相的基础
上，同时也要让案件重新进入正
轨，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启动
司法程序，对受害人的经济利益进
行司法补救。

“780万元私了案”有何执法蹊跷
□兵临

龙口——年平均气温11.7℃，负氧离子200万
个/m3，被联合国评为“最佳居住/环境/气候奖”，
是养生养老、旅游度假、避暑消夏的最佳胜地。

龙口·温泉海景房

居民楼垮塌与建
筑质量是否有关，在
官方媒体已经披露的
信息中，除了对楼龄
的强调之外，似乎还
无法看到对涉事建筑
的质量状况有权威、
专业的测评，而这是
事故调查与追责所不
能或缺的部分。

需要重点梳理
案件侦办过程中执
法权是否依法运作，
办案人员有无渎职
滥用职权的情形。
同时也要让案件重
新进入正轨，对受害
人的经济利益进行
司法补救。

“

“

中央三令五申施行简政，
方便百姓办事，然而记者了解
到，目前一些地方某些部门仍
旧是“官爷”做派，有权任性，
办事让群众反复等、跑，甚至
故意设置门槛“卡”。

温州市民薛鹏飞向记者
反映，他去年底向当地城管申
请一块户外广告牌的设置许
可，办事窗口承诺 5 日内给办
结，但半年过去未办下来。这
块小小的户外广告牌在多个
部门之间遭遇“踢皮球”，既折
射出当前群众在基层办事之
难，也反映出一些部门“有权
任性”的作风还需要进一步转
变。 新华社发

久悬不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