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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亲爱的孩子：一路走好！别害怕，上帝
爱你！”广东珠海香洲区乐园路，石子将一张
纸条压在路边角落，四周围绕着心形的红色
蜡烛和康乃馨花束。日前，当地一名11岁女
孩不幸被高空坠落的玻璃砸中夺去生命，引
发全城关注。连日来，仍有不少市民来到事
故现场自发纪念小女孩。（6月21日《南方日
报》）

一块玻璃从天而降，一条生命过早夭
折。高空坠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既困扰着市民生活，也威胁着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

目前来看，如何确保公众“头顶上的安
全”，相关法律规定，高空坠物造成他人损
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自证清
白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而事实表明，这样的“连坐”担责，一
则世界范围内几乎唯一，再则也很难起到有
效的警醒与惩戒。

“头顶上的安全”事涉千家万户，若是管
之不严、惩之乏力，岂止人人自危，也是一
种“人人自害”。所以，采取“连坐”担责，

看似人人有责，实则根本形不成“打蛇打七
寸”的强大震慑，显然也算不得治本之策。

珠海小女孩的不幸意外殒命，经查是某
楼的保姆在推开窗户清洗玻璃时，不慎使窗
户掉落所致，而要是至今不明这块“夺命玻
璃”从何落下，估计舆情的热议更将持续发
酵。

“连坐”担责恐怕难以很快改变，但强化
和确保市民“头顶上的安全”，无疑需要更为
积极的举措。

笔者觉得，公共安全离不开广泛发动，
所以很多方面屡试不爽的“联防联治”，理应
成为思出行随的重要考量。比如，有网友已
在支招，高层建筑底下四周应该做飘篷，一
来可以给路过的市民遮阳挡雨，二来就是防
止高空坠物伤人；有人也拿来了他山之石，
称新加坡每年都有“窗户日”，每到这天，各
家各户都要认真细致检查窗户，排查消除安
全隐患。

的确，全社会应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强化道德教化，让市民更全面地了解高
空坠物或抛物的危害性，从自身做起，共同
维护公共安全——这事虽然说来容易做来
难，但从生命安全来考虑，哪怕再烦再难也
得用心做。

同时，教育和惩罚必须双管齐下，对那
些蓄意或者习惯性的高空抛物现象，也应严
加追查和处罚，以引导促使良好社会风尚的
深度根植。

“头顶上的安全”可以借助“头顶上的眼
睛”来保护。

除了社会公众的热忱参与，人们其实更
期待来政府层面的未雨绸缪、严密技防。有
报道称，和新加坡相类似，为了保证对高空
坠物行为的取证，香港房屋署从 1998 年起，
广泛部署了固定、流动和便捷式的“高空掷
物监察系统”。此外，该署还雇佣由前警务人
员组成的12支特别任务队，专职巡查和打击
各种高空掷物行为。应该说，这些人防和技
防的举措，就像密布了一双双“头顶上的眼
睛”，换来了香港高空掷物现象的逐年改观并
大幅减少。

防范高空坠物的“头顶上的眼睛”，可以
装在墙上和车上，但更需要装在“心”里。
仍以香港特区政府为例，近年来，其对租住
廉租房的高空掷物者，施行了扣分制：普通
抛物扣7分，高危抛物扣15分，两年内累计扣
分达16分，则会被中止租约、逐出公屋。显
然，各地也有廉价屋、廉租房，这种确保公
共安全的扣分制，完全可以试一试。

杜绝高空坠物 需引导更要严管

□刘雪松

6月21日21时14分，发布在云南昭通
供电局微信公号中的一张图说为“电力公司
员工背行动不便的老百姓转移”的图片，引
发网友质疑。网友指出，照片中“受灾群
众”系彝良县交通局一职员，该照片是作
秀。22日中午，昭通供电局证实了此事，
并向广大网友、市民和媒体公开致歉。
（《钱江晚报》）

明明是电力公司的经理背着交通局的助
工，云南昭通供电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时
候，硬把它说成“背受灾群众转移”。眼尖
的网民朋友讥讽说，明明靠演技可以吃饭，
非要吃财政饭。这话刻薄了点，但透露的却
是民众对于职能部门秀不胜秀的作假邀功之
厌恶情绪。

穿帮也就算了，但昭通供电局发布的
“致广大网民、市民及媒体的道歉信”称，
照片系宣传人员误发，已对当事人提出批评
教育，并向社会公开致歉。显然，官方不以
为这是穿帮，而是一不小心弄错了。

昭通供电局微信公号是以“灾情就是命
令，彝良多地山洪肆虐，彝良供电公司紧急
响应”为题，向它的粉丝们报道抗洪救灾
的。图片说明很清楚，是“电力公司员工背
着行动不便的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方”。但
这么个可歌可泣的场景，却纯属虚构。实际
上是，彝良供电公司的吴姓经理，背着彝良
当地交通局的一名李姓助理工程师。这让感

动得差点稀里哗啦的网上老百姓倒了胃口。
其实，跟领导干部“悬浮式”亲临现场

的照片相比，昭通供电局微信公众号做的这
个假，并不算恶俗到家。救灾中的互助，其
实也可以感人的。“小编”作假，及时纠正
就行，狠狠批一通就行，面子总还在那儿。
偏偏这官方的致歉，硬是想把这场假给说圆
了。这就让人觉得胃口是彻底倒尽了。

既然拍这张照片的是供电公司的“同
事”，他的领导背上，背的是受灾的老百姓
还是别的部门的官员，眼睛的误差不会这么
大。发布这张照片的“小编”，本身就是彝
良供电公司抽调到昭通供电局新闻中心工作
的员工，不认识照片上“官员背助工”主角
的可能性有多大？就算“小编”看走了神，
那么，当事的主角兼领导，自己总不会这么
走神吧？自己内部流程中的所有人都误编、
误发、误看，那么，外面的老百姓怎么就一
眼看出来了？估计是集体低估了人民群众的
眼力了吧。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句话，套用在老百
姓对于公权部门造假的感受上，也是通用
的。这一次，昭通供电局低估了“一个谎话
需要通过一百个谎话才能说圆”的一损俱损
效应，反而因为这次“危机公关”式的致
歉，失分更多。

宣传有假不怕，怕的是官方对待自身做
假的认知态度也是假的。这对百姓来说，是
笑话中的笑话。而对于其他公职部门来说，
是教训中的教训。多大点事呀，说句真话都
这么难，让人还敢相信你做了多少实事？

□郭元鹏

6月21日下午，徐州潘塘辖区迎来一场
降雨，潘塘中心幼儿园被淹，情况紧急。潘塘
城管队员全部出动，将320多名孩子从水中解
救出来。可爱的宝宝们被接送到安全地带、交
到家人手中，城管队员们虽然全身湿透但心里
踏实了。校园外等待的幼儿家长纷纷伸出大拇
指称赞，大家感动不已。（6月22日《彭城晚
报》）

暴雨倾盆，校园积水。在这万分危急时
刻，城管队员全部出动，320名幼儿被城管队
员全部营救出来。

这样的场景，我们不能不感动。可是，面
对“水困幼儿园、城管救孩子”，我们不能只
有感动的眼泪在飞，我们更应该思考、追问：
还会不会有下一次？不是每一次惊险都能成为
有惊无险。不是每一次惊险都能在冷汗直流之
后化险为夷。假如，没有城管队员的迅速出
动，结果会是怎样？

通过新闻图片可以看出，校园积水相当严
重，已经到了城管队员的膝盖之上。这样的水
深对于成年人来说，应该是没有安全隐患的。
可是这是一家幼儿园，在这里上学的都是懵懂
的孩子，这样的水深会到孩子的什么部位？只
有几岁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身处危险之
中了。孩子和成人不同，没有辨别能力，更没
有自救能力。

幼儿园应该有更为到位的安全保障。“水
困幼儿园”究竟是雨水太多，还是防范心太
差？有人肯定会说，大雨降临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每年都会出现如此险情。
可是，对于生命安全来说，一次险情就足以改
变一个人的命运。

需要反思的是，对幼儿园这样的重点管理
单位，其选址是不是需要提高标准？能不能选
择更为安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城管队员出手相
救，幼儿园园长和老师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将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段？因为自我救援远比
等待救援更重要。

我们要追问的是，一所幼儿园为何经不住
一场大雨的考验？即使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都
出现问题，幼儿园这样的地方也不该出问题。

城管队员营救幼儿的场景让我们感动，但
是不能只有感动，该追责的还是要追责。

□徐立星

近来，微信群、朋友圈里“优秀党员”
“最美家庭”等评比活动的链接渐多，让许
多朋友不免疑惑，自己对评选对象既不了
解，也没接触，这样的投票有何真实性、有
效性可言？

“微信投票”，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形
式，选好孩子、好歌手、好文章、好摄影等
等在各种微信群里转得不亦乐乎，有的还不
忘发个红包以求票。

那么，“微信投票”是什么？其实质乃
是一些公号“吸粉”的一种手段，对于评选
对象来说则比的是谁的朋友多、拉票能力
强。这种投票方式，作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
活动，大家愿意自娱自乐一下未尝不可。但
若作为一种正式的评奖选优手段，则有失其
公正性、严肃性与权威性，显然不可取。

评奖选优的方式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但不论形式怎么创新，都不能背离初
衷、扭曲本质，否则损害的是评比本身的公
信力。

“水中救孩子”
仅有感动是不够的

作秀被识破 说谎只能雪上加霜

用“微信投票”搞评比不妥

6月22日，长春市首创北路的斑马
线被画上了各种花朵，创意新颖，赏心悦
目，吸引不少市民拍摄合影。（中新网）

【点评】
@快一些：只要用心，处处皆可是美

景。只要留意，时刻都有新的收获。
@不是一般的二：眼前一亮，一下子

感觉人生其实可以更精彩、更美好。

在江苏省苏州市太仓港区，最近一
名贺姓男子担心上班迟到，开车加足马
力、连续闯红灯，在闯第四个红灯的时
候引发了车祸：一下子撞上了侧面的电
动车。被撞者整个身体飞过轿车，小
腿、膝盖、胯骨三处骨折，所幸没有生
命危险。（人民网）

【点评】
@石头：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

第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晨曦：十次车祸九次快。不要心存

侥幸。这下就不是迟到了，要旷工了。

近一个月来，63岁的李林(化名)天
天都会去拔火罐，希望能治好肩周炎。从
5月22日到6月20日，他坚持天天去拔
火罐，每次拔罐的位置也都相同。没想
到，他坚持拔火罐一个月，肩周炎没治
好，后背反而被烧出了7个“洞”，住进
了医院。经检查，他的背部水泡破裂后受
到细菌感染，导致菌血症。幸好送医及
时，如果继续拖着很有可能形成败血症，
危及生命。（《成都商报》）

【点评】
@美丽的小树林：庸医害人！查查是

哪个干的，赶紧让他关门，别再害人了。
@东湖的水：有病去医院，找正规医

生看，所谓的偏方大多数靠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