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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特大暴雨袭击下，南方多地告急。
据报道，6月30日以来，南方多地

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截至昨
天 9 时，降雨已致鄂苏皖等长江中下
游地区 1646 万人受灾，112 人死亡失
踪，72.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而大暴
雨天气在南方多地还将继续。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
“城市启动看海模式”的戏谑之外，暴
雨和洪水已对很多地区居民生活带
来严重影响：武汉举水河溃口万人转
移；安徽桐城挂渡河多处决口；武汉
围墙倒塌 8人遇难……朋友圈里流传
的关于“泡汤车”和水淹道路的视频
照片，让不在现场的人也感到忧惧。

暴雨是天灾无疑，而在气象灾害
难避、防汛救灾成要务的当下，防止那
些因应对乏术造成的衍生灾害乃至防

“人祸”，也该成为很多地方防灾的重
要部分。

毋庸置疑，本轮强降雨确实来势

凶猛，已有很多人将其跟“1998年长江
大洪水”并论。而气象专家也分析，今
年雨情跟 1998年一样都偏多，只不过
1998 年是“持久战（持续降雨）”，今年
暴雨是“车轮战”。

但也要看到，对今年的大暴雨很
多地方原本不乏应对条件准备。1998
年洪灾过后，有些地方也加强了抗洪
防灾建设，三峡大坝修建，大江大河加
固堤防建设，都指向了防“多少年不遇
的洪灾”。而这轮强降雨，又是预料之
中的事。早在今年 3 月以来，就有媒
体报道“（当地）今年一季度气候与
1998 年相似，降雨量同比翻几倍”“长
江流域今年 3-5 月的水情、雨情主要
特征与1998年十分相似”等。

在此情境下，要防灾防涝，很多地
方就得对发生特大洪水做到心中有
数，这既包括防洪设施要经得起考验，
也包括救灾得有预见性、针对性，避免
因懈怠或不作为导致的人祸。本质
上，某些抗洪防灾上的工作不到位，也
给天灾掺入了人祸成分。

从目前情况看，各地救灾工作确
实紧锣密鼓且有序进行，城市应急机
制也能适时启动。但看当下，多地发
生溃口、决口，以至于民众不得不大
规模迁移，这究竟是洪水超越了历史
纪录和防洪设计，还是防范重视不
够，抗洪护堤组织落实不到位？值得
拷问。

还有，针对城市内涝现象，有的地
方也制订了“行动计划”，称几年来就
告别“看海”模式，但如今在这场特大
暴雨面前，似乎有些承诺也在“逢涝即
瘫”中落空，这是只能怪暴雨来得太大
太猝不及防、计划跟不上变化呢，还是
行动仍未做好“最坏打算”或执行仍不
到位？

天灾难免，人祸能避须避，应成为
应对洪灾的基本要求。在猛如虎的洪
水面前，眼下有关部门已拿出了 1998
年抗洪时的决心力度，而救灾内蕴的
前提就是有些防灾救灾做法不成为

“灾”，也就是排除“人祸”隐患，让救灾
更少盲区、更显力度。

南方暴雨，防天灾也要防“人祸”

@心远地偏：对江城武汉的内涝，
虽然很多网友戏称“看海”，但内涝远
不是“看海”这般浪漫。城市的扩张，
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加上难以预料的
极端天气的叠加效应，让包括武汉在
内的许多地方年年计划治理排洪泄洪
工程，却又年年遭遇洪水的袭扰。城
市内涝治理，是时候多考虑细节了。
地铁都能修，真修不好下水道吗？

@喜相逢：持续降雨的天灾和尸

位素餐的人祸总是“不单行”，让武汉
这座城市“再而三”地遭遇城市内涝，
也让人员伤亡、山体滑坡、交通瘫痪来
代偿。武汉易涝有地势地理方面的原
因，但这不正是城市治理者激流勇进、
逆流而上的理由吗？唯有更顺畅的排
水系统、更严格的质量和标准、更健全
的预案，才能救百姓于“水”海。面对
洪水，之前的防御或许已经不重要，重
要的是未来的城市排水不再让“强降

雨”成为替罪羊，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在
“强降雨”时依然“心晴”。

@木知木觉：一年甚于一年的武
汉之海，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已是见怪
不怪。谁叫武汉话有叫“水货”的？是
武汉这座城市“水”还是城市治理者的
治理术“水”？九头鸟的智慧去哪里
了？好在白云黄鹤一地的“看海”景观
不会久留，届时谁又会去追责？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胡印斌

据网友爆料，7月2日上午10点左
右，在安徽合肥 11 路公交车上，一名
小朋友因生病未让座，竟遭一名老人
教训辱骂，称“小孩子就要给老人让
座”。在小朋友下车时，老人骂道：“像
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
吧。”

生活总是鲜活的，就连相似的新
闻也扎堆儿出现，比如老人“逼座”。
这类新闻大同小异，区别可能只在于
发生地点与公交车次的不同。这类事
件因其强烈的冲突，每每刺激公众的
情绪，让人感到愤怒、无奈，抑或沮丧。

与“各打五十大板”一样，单纯指
责任何一方都是没有道理的。一类事

情经民意的发酵而成为“现象级”的问
题，显然有着诸如道德、制度等深层原
因。

不过，无论是网友此前戏言的“老
人变坏”“坏人变老”，还是专家提及的

“扩大公共交通供给”，都不免高调，并
不能解决当下的“逼座”冲突。

其实，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回归具
体情状、回归个体特征。而不要随意
贴标签，不要将冲突泛化。比如，老人
要求让座，“大道理”并没错，可也要考
虑小女孩的实际情况，既然小女孩生
病了，老人就该收回让座诉求。再说
了，即便是老人，个中情况也各有不
同，不可一概而论。

道德不是一根大棒，而是一种让
每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美好的软约

束。我们讲尊老敬老，讲“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都没错，但也应置于相对、动
态的环境中，即强弱、尊敬是可以随机
转换的，年轻人也会有身体不适的时
候。何况，“尊老”的后边，还有一个

“爱幼”；“老吾老”之后，还有一个“幼
吾幼”。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逼座”相
反，不少城市的民调显示，“让座率”或
者说“让座意愿”仍非常高。这表明我
们的城市公共交通中，文明礼让毕竟
还是主流；再者，几乎每一次“逼座”冲
突，都会极大消解公众的让座意愿，甚
至使之产生某种让座的抵触。

总之，好的德行，不会产生于恶语
逼迫，而只能产生在相互理解、谅解之
上。

别随意给老人“逼座”贴标签

在暴雨天灾
难避的情况下，
防止那些因应对
乏术造成的衍生
灾害乃至防“人
祸”，也该成为防
灾的重要部分。

道德不是一
根大棒，而是一
种让每个人感到
更舒服、更美好
的软约束。好的
德行，不会产生
于恶语逼迫，而
只能产生在相互
理解、谅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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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美国已造成
6 名儿童死亡，瑞典家
具制造商宜家近日宣
布，正在美国和加拿大
召回约 3600 万件容易
倾倒的家具，但因相关
家具符合中国相关标准
所以不会在中国召回，
引发舆论热议。标准或
许存在国别差异，维护
消费者生命安全的企业
责任不应中外有别。企
业只有采取断然措施，
主动消除产品安全隐
患，才能赢得消费者信
赖。 新华社发

“规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