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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上海要建避难所
上海已经设计了一款国内首创的灾

害报警装置，将安装在家庭数字电视的
机顶盒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信
号发出事故警报，并指导市民进行避难
疏散。

一月前，上海东方卫视在新闻时段末尾插
播了一则短讯：“2012年前上海要建成三个临时
避难所，可以供避难30天以上。”此后数日内，这
则不足15秒的新闻视频被网友四处转载。

上海要遭遇什么大灾难了吗？和电影
《2012》描绘的末日灾难有关系吗？民间议论
沸沸扬扬。网络调查：“2012”和“避难所”两个
关键词之间是否存在暧昧关联，有超过 70%的
网友选择“宁可信其有”。

针对种种传闻和疑问，上海市民防办秘书
处副处长杨庆华向记者解释：“大型避难所的
建成时间选择2012年为节点，只是上海市在制
定相关规划时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

杨庆华说，上海地震的发生概率相当小，
但是灾害性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比如强对流天
气、水电气系统的损坏带来的突发事件、厂矿
化工企业有害气体的泄漏，甚至火灾等，需要
有应急避难场所来保证公众安全。

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副所长罗奇峰告诉
记者，虽然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但是科
学分析数据表明，灾害发生频率没有超过一年
两次的标准值，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不过，
公众的灾害危机意识提高是一件好事。”

不仅是为了应对地震

在大城市建避难所，到底有多大必要和作
用？坊间猜测的重点，就是应对地震。汶川、
海地、智利以及玉树，地震在中国百姓心中已

成敏感词。
地震的杀伤力不仅与强

度有关。与智利地震相比，
海地的地震强度其实并不
大，按照俄罗斯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专家季霍茨基的
说法，海地地震之所以造成
灾难性后果，是因为发生在
大城市，且建筑不抗震。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
科学学院教授秦建业告诉
记者：“地震发生没有变得
更活跃，但因为人口比过去
密集，尤其是在中心城市，
杀伤力远远超过以前。”

仅就应对地震而言，上
海的建筑基本设防烈度 7
度，已符合国家标准。

“基本设防烈度，对应
的就是抗震设计准则‘小震
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的中震。”罗奇峰解释说，

“对上海来说，小震是 6度，
大震是 8度。一个地区，50年内出现大于等于
基本设防烈度中震的概率是 10%，出现大于等
于小震的概率是63.2%，出现大于等于大震的概
率是3%~2%。用重现期表示的话，小震50年一
遇，中震475年一遇，大震1200到1600年一遇。”

一张汶川地震照片显示，当地一所学校的
食堂内立柱已损坏，但楼房本身并没有倒塌。

“这张照片很好地显示了基本设防烈度的标
准。如果当时学校师生聚集在食堂里，那逃生
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秦建业说，只要合理
使用新建筑，同时对老建筑进行抗震加固，上
海这样的城市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

但是，建设避难所并不取决于城市本身可
能发生多少灾害。“一旦灾害发生，是否有足够的

躲避场所来容纳城市人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系教授滕五晓说。

滕五晓长期致力于城市公共安全研究，并
正在参与制定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城市防灾
建设项目部分。他指出：“城市建设本身具有
三大目标：舒适、便捷、安全。目前，上海等国
内中心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建设安全城市的阶
段。安全场所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考量城市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

哪怕树一块避难指示牌也有用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近日表示，中国是
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

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是 2000 亿元~3000 亿元
人 民 币 ，占 GDP 的 1% ~
3%。2008年全球发生15起
损失等于或高于 10亿美元
的自然灾害，其中 3起发生
在中国。

近年来，国内中心城市
纷纷建设避难场所。以北
京为例，元大都遗址公园作
为避难场所已经建成，目前
还有 20多个正在规划建设
中的应急避难场所；深圳市
已拟定了城市避难场所专
项规划方案。

今年 3 月底，西北地区
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单建
式人防工程在西安市高新
区开工。该工程将于 2012
年9月建成，可避难6万人，
发挥防空防灾一体化作用。

上海于去年新建了大
连路绿地，作为全市第一个

试验性大型地震避难场所。该场所总面积约
为 2万平方米，里面将通水、通电，并包含基本
生活设施，可容纳8000多名市民避难。

但是，和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些
避难所的容量远远不够。罗奇峰认为，比起新
建“大型一级避难场所”，更应利用好原有的可
供避难场所。

城市中开阔的公园、草地、中小学操场等，
只要配以供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就可迅
速成为良好的应急避难场所，不但需要投入
的资金少，且由于位置靠近居民生活区，达到
的效果会更好。

罗奇峰建议：“小型避难场所建设可以
因陋就简，不一定要达到大型一级避难场所
的指标。有的场所，哪怕就是只树立一块避
难场所的指示牌，附近居民看了也会觉得安
心，因为指示牌既是对他们的防灾警示，也
是政府对居民在遭受灾害时的安置预案的
一个体现。”

负责大连路绿地设计规划的上海园林设
计院院长朱祥明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城
市园林绿地的功能定位基本停留在美观、游
憩、生态、文化等方面，一直没有把减灾避难
作为城市公园绿地必要和主要的功能。在园
林绿地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行业管理等领
域，都缺少相关防灾避难的标准。

同时，城市居民对公园绿地防灾避难的作
用也不太了解，仅有的一些指示引导标识也是
汶川地震后才开始有的。

让自救、互救的志愿者遍布城市

在我国，防灾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和减灾
委共同负责。

上海的城市防灾工作由上海市民防办总
牵头。2009年，民防办对该市应急避险、疏散
安置场所进行了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共有
5000多处场所可以用作临时避难和短时间安
置，总共可容纳约1700万人。

上述场所加上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可
成为很好的避难所。到今年年底，上海市民防
办将为那些基本达到避难所要求的场地树
牌。到2020年，上海的中心城区将建成一批完
善的大型避难所，其中改造场所占主要部分。
而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民防办把加强民
防、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列在了首位。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副主任王沪鹰对记者
说：“灾害发生的头30分钟被称为‘黄金30分’，
这段时间内群众性的自救和互救比来自外界的
任何救援都要更及时、更有效。”

据他介绍，在汶川地震中，统计数据表明，
从倒塌的建筑中生还的共有 84000多人，他们
中的 80%以上是依靠自救和互救生还的。“未
来，希望懂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能够遍布城
市的每个角落。”

罗奇峰对日本的灾害应对体系深有感
触。在日本，地震灾害发生时会有一批经过专
门培训、取得资质的土木工程师志愿者拿着标
识纸条，对每座灾区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根据
房屋破坏程度、是否可居住，贴上不同颜色的
纸条，使居民对居住房屋有大致了解。这一做
法，可以大大缓解避难场所的压力。

除志愿者队伍以外，上海市民防办还将进
一步完善防灾预警系统。“许多灾害事故是难以
准确预测的，但灾害的预警信息对于防灾逃生
却至关重要。”王沪鹰介绍，上海已经设计了一
款国内首创的灾害报警装置，将安装在家庭数
字电视的机顶盒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信
号发出事故警报，并指导市民进行避难疏散。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时刻准备应对灾害的
所谓“有备族”。他们囤积食物和生活用品，出
门时尽可能随身携带应急救生物品，努力学习
原始技能，以便在特殊情况下自力更生。外国
媒体报道，一位美国妇女“动手做了61个辣椒罐
头、20个肉罐头、24瓶花生酱，花费约 4000美
元，储备了维持家人至少3个月的生活用品。她
还学会了用太阳灶烤面包。”美国政府倡导自救
行为，倡议人们制定好避险准备计划。

汶川地震后，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特别有防
灾意识的家庭。“这反映了普通人的危机意识
正在不断增强，在正确引导下，这种危机意识
有利于推动城市防灾建设。”王沪鹰说：“不管
灾难是否发生，我们都要准备好。”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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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4月28日9点，制造南平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
被依法执行枪决。郑民生被正法了，然而，校园血案没
有终结，就在郑民生被枪决不到6小时后——15时左
右，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
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

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
的安危更揪人心。

一边牵挂孩子们的安危，刷新新闻关注他们的动
态；一边恐怖于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巧合”：雷州的校
园惨案，发生在郑民生被处决的当天，凶手的行凶时
间，发生在郑民生被枪决不到6小时之后。记者在现
场看到，雷州砍人的男子陈康炳约40岁，与郑民生一
般年龄，还是一位曾经教书育人的教师。但就是这样
一个人，却向孩子们举起了屠刀。

犯罪专家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犯罪是有传染性
的。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复
制效应。潜在的罪犯从别的犯罪中受到启发，从中去发
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因为是突发案件，所以，
陈康炳为什么要制造校园血案，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
查。从目前的信息看，发生血案的两个校园相距千里，
没有发现二者有什么联系，不能说后一个行凶者陈康炳
是受到了郑民生的“启发”。但是，即便如此，此类恶性
案件接连发生，再次提醒社会，有必要警惕南平血案所
可能存在的犯罪传染性，清除校园恶性案件发生的“毒
素”，将学校打造成世界上最安全的堡垒。

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或者说，选择社会
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郑民生和陈康炳的犯罪手法
如出一辙。现在，郑民生已经被依法枪决了，他罪恶的
生命终结了，可类似的校园血案却并没有随之消失。
面对这种让人心惊胆战的犯罪现象，我们拿什么去消
除呢？

郑民生案发生后，舆论一片谴责声，然而也有一
些人站到了同情他的那一边，认为郑的精神问题源于
社会的精神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顺着这种
逻辑，郑民生会被描述成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
这种思维看似深刻和站在道德高地，实际是鼓励以暴
制暴的嗜血逻辑。郑民生心灵扭曲了，我们不能跟着
他一起扭曲。对校园的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

终结郑民生式的恶性犯罪，首先就是要击碎这种
“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
社会要有这样的共识，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
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

另一方面，就是要防范校园安全。校园血案连发，校园
管理者再也不能有侥幸心理，以为血案不会发生在本校，以
为本地没有“郑民生”。把校舍建成最安全的地方，这不仅
应表现在校舍防震上，还应表现在防范校园血案上。

当然，要防范校园恶性案件的发生，当然还需要
其他许多层面的努力，但起码先要在这两个方面，扎牢
安全的篱笆。 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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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与最不堪的难忘

世博会即将召开，28 日，上海世
博会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世博
会组委会人员说，我们注意到，有个别
的参观者不能遵守有关秩序，乱扔垃
圾、随意插队。还有个别的不遵守规
定，触摸展品，致使部分产品丢失和破
损，所以我们请媒体帮我们进一步呼
吁，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有序排队、文
明参观，展现世博会东道主的良好形
象。（4月29日《京华时报》）

世博会，被称为“经济、文化、科技
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世博会，是世
博会第一次光临发展中国家，愿望之
一，是要在中国找到广阔而美丽的新
天地。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以这样的
距离亲近、对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不知除本届世博会外的历届世博会有
无不要乱扔垃圾、随意插队的吁请，但
是抛开面子不谈，这样的吁请真的是
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

现实中有乱扔垃圾、随意插队等国民
病的存在，不能避开它、无视它。这样
的情形谁也不敢打包票它不会出现：
就是让世界感受本届世博会热情与魅
力的同时，亦让五大洲的朋友普遍看
到我们乱扔垃圾、随意插队的国民病。

治好乱扔垃圾、随意插队（还要加
上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等）的国民病，
非一朝一夕之功。究其病因，才能对
症下药。可仅病因的查找就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哪里去找？去从历史中
找，还是从现实中找？它无疑有文化
的因素，亦有生活方式的因素。当这
些毛病成为一种许多人的生活习惯，
猛然间，又让他们丢掉，可以这样说：
一个字，难。两个字，很难。三个字，
相当难。组委会人员吁请媒体帮助，
劝说有国民病的人在世博会上注意自
己的行为，所看重的是媒体的传播能
力。苦口婆心，都导向一个说辞，就是

每个人都不要在世博会上放任自己的
行为，既要管好自己手和腿，还要管住
自己的嘴。也不能忘了这一点，世博
会的良好组织行为对减少、减弱国民
病的暴发亦是至关重要。细节决定一
切。一件好事，必做成于细。一件好
事办砸，必关乎于细。文明行为、非文
明行为都会体现在细节。

世博会的举办过程中，产生了种
种好的想法。之一是，把本届世博会
办成最令人难忘的一届。难忘的人，
难忘的景，难忘的欢笑，难忘的美好。
种种难忘中，还可以添上许多难忘，但
添这添那，最好不要添上五大洲朋友
对本土人国民病看过后的难忘，因为
那是一种展示人的劣根性的难忘，是
表现丑陋一面的难忘，是轻易不会在
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中抹去的难忘，是
最不堪的难忘。

今语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心有多黑 公摊面积就有多大

山东省高密市一处预售楼盘的
200 多 户 业 主 ，日 前 遭 遇“ 公 摊 黑
洞”。看房时，样板间是宽敞精致的小
二居；收房时，看到的却是狭窄简陋的
一居室。高达 52.35%的公摊面积让
套内面积缩水一半，开发商则声称：

“法律对于公摊上限没有规定。”（4月
26日新华社电）

开发商的法律盾牌，不仅基于
法律对公摊上限没规定，更在于这
个让业主无法接受的公摊系数，突
破了建设局、房管局、规划局、土地
局等部门的重围，公然示众。换言
之，就是该公摊系数不是开发商自
行计算的，而是相关部门予以测算
或认可的。比如高密市建设局副局
长徐怀章就说，无论公摊多大，都不
违法违规。

这一点很重要，业主因质疑公摊
面积诉诸法庭时，该系数是否合法、合
理将不属于审理范围，可预见的是，庭
审将争议业主是否在购房前，就已知
这个公摊系数。

按常识计也该如此，哪怕公摊面
积 100%都没关系，但你要如实告诉
我。可购房前领去观看未算公摊面积

的房子，口头介绍公摊系数“肯定不超
过30%”，用格式化合同只约定建筑面
积，不说明套内面积、公摊面积，交出
来的房子却让人走几步就撞墙，这简
直就是欺骗。

业主们掉进了陷阱，有关部门的
负责人含含糊糊说，“我认为这是开发

商的营销策略”，实际上是把自己也当

成了开发商“营销”的一个环节，有推
诿之心，无监管之意。

当然，52.35%的公摊面积，只是一
时一地的现象，不一定会成为常态，但
是，如果这种欺骗和愚弄，是被当地政
府部门认可的，那就太可怕了。 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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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乱象
需有治本之策

教育部日前表示，对于高考加分政策实施中存在
的不规范、不合理甚至腐败现象，必须认真清理，努力
消除政出多门、项目繁杂等问题，逐步减少奖励性加分
项目，加大公开透明程度。

高考加分乱象纷呈，至少五六年前媒体就开始报
道了，教育部门表态要治理高考加分，也是三番五次。
此次再作重申，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在笔者看来，
解决高考加分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治本之策，
那么，对于地方存在的近200种加分项目，有无立竿见
影的办法进行规范和清理，让今年的考生就有一个相
对公平的高考竞争环境呢？为此笔者建议，给予每个
高校自主承认高考加分的权利，即高校可以不承认地
方在教育部 14 种加分之外的加分项目，在高考录取
中，提出不考虑加分投档或录取的要求。

这一建议的具体操作是，参加各地高考提前批、
第一批录取的985高校、211高校，可以不承认地方加
分项目，要求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按照考生的原始分对
学生进行排序，向学校投档；学校在具体录取过程中，
可以适当考虑地方加分。也就是说，地方的高考加分，
将不影响考生的正常投档，而只作为高校在录取时的
一个参考因素。另外，作为对地方政府的“尊重”，可保
留二本院校和三本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原始分+高
考加分”投档录取规则。

这与将高考加分加在考生原始分上进行排序投
档，是完全不同的“加分效果”。举例来说，如果一名学
生只考580分，获得加分10分，按现行政策，他的分数
就变为590分，在集中录取中，将用590分进行排序并
投档、录取。而原始分投档，录取时参考加分，就把加
分政策变为投档线加分，也就是说，投档时还是用580
分的原始分，只有投档进一所学校之后，这所学校再考
虑加分进行具体专业录取，而且，学校还可以自主决定
不考虑加分因素。地方的加分项目，由此在提前批、第
一批的投档录取中，失去先前存在的重大意义。在此
基础上，再加大加分的公开透明程度，高考加分也就有
可能走向规范。

笔者认为，这是在当前教育环境中，最现实可行
的规范高考加分项目的方法。首先，教育部完全有权
要求部属的985高校、211高校不承认地方在教育部规
定加分品种之外的加分项目；其次，按照现行的高考投
档和录取规则，不承认地方加分项目，在技术上没有任
何难题，去年，在我国内地提前批招生的香港中文大
学，就宣布不承认内地的所有高考加分，要求按照考生
原始分投档；再次，就是从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看，高
考加分，可以列为除高考成绩之外，评价考生的一个因
素，但高校有权选择和制定自己的评价标准。

如果教育部做得彻底一些，可以规定所有高考加
分，包括教育部确定的加分项目，都只属于投档线加
分，不再加在原始分上，这是对高考加分作用的全新定
位，即承认高考加分的一定作用，但降低其在投档、录
取中的刚性地位。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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