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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受灾主因：规划不尊重自然格局

核心提示

100多年前，维克多·雨果在《悲惨
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
心”。入夏以来，从北京到广州，一场又
一场的暴雨让人们再次领略了“不堪一
击”的城市排水系统，也令城市规划和
管理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和考验。

据民政部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全国有2.9亿
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达1420.3亿元。雪灾、火灾、暴雨，身
处城市中的人们该如何保障自己的生
命安全？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害原因何
在？又应该如何解决？

6月30日，记者专访了国家减灾委
专家委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
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培
军。在堆满了书籍和地图的办公室里，
史培军和他的团队已就“城市合理布局
与防灾减灾体系的建立”这一研究项目
做了 10 年以上的研究。面对近期北
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暴雨成涝的现象，
史培军表示，“城市规划不尊重自然地
理格局”是形成灾害的主要原因。

城市受灾责任在建设者

记者：为什么今年入夏以来，人
们感觉城市因下雨而导致的灾害越
来越多？

史培军：究其原因是城市规划没能
遵循原来的自然地理格局。6 月 23 日

北京暴雨中，积水严重的地方都是把原
来的水系网格局改了的地方。中国自
古以来的城市规划是追求几何美，规划
理念是美观的协调，不是景观的协调，
其实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两圈、越
摊越大的环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反
之，西方的城市规划多是按照城市所在
地自然景观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所以，
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远见，太不尊重和
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和原来自然地
理格局间的协调，从而导致了大城市病
的出现，来大雨成水灾，下大雪成雪灾。

记者：如果以6月23日北京暴雨后
的积水状况为案例，可否请您分析一下
积水比较严重地段的形成原因？

史培军：这是城市建设者的责任，
北京的总体地势是北高南低，此次暴雨
正好也集中在西南部地势偏低的地
区。比如积水严重的莲花桥，这里本来
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
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还又向下挖了
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逢雨必涝
的场所之一。同理，去年北京的大雪，
许多车辆都因为太陡而爬不上上拉式
的西直门桥，造成大堵车。在南方少
雪的地方，立交桥可以建得坡度大些，
但是像北方这样的多雪城市，建设者
就不能用平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
的设防能力，不能每次发生灾害后都推
脱说“这是 50年一遇的、几十年一遇的
现象”。

记者：可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平
均设防能力代替特殊地段的设防能
力”？

史培军：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连通
的关系，没有从平均设防水平提高到特
殊地段的设防能力加强，就会导致由于
一个地方出问题，通过其网络和枢纽地
段的问题而殃及全身。一场大雨好比
对一个城市的不同设防水平做了一个
统一测验，高的设防水平必然也受到低
的设防水平的殃及。比如旧的大院、旧
的社区的排水能力和除雪能力弱，大雨
或大雪来的时候也是专挑薄弱环节
打。当然，现在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是在提高，设防水平也在提高。

我们的应急预案都是
战略性的

记者：目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的城市应急预案发展水平如何？

史培军：总体来说像北京、上海这
样的大城市在应急预案方面做得还是
比较好的。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
会(简称市应急委)由市长郭金龙牵头，
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
大类、23 分类、51 种，我本人也是北京
市应急委的专家，可以说重视程度是高
的。但是为什么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雪
灾、水灾时市民的感觉还是没有明显改
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个人认
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
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
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换句话说，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
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
了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像6月23日在晚
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
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
灾难都不一样，无法预测，缺乏灵活和
细致的考虑。所以说总体在改进，局部
在恶化，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记者：市民在面对城市自然灾害时
应做出怎样的应对？

史培军：关系到个人，我们在防御
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
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
识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
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
日本老百姓差了很远。不懂最基本的
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
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
保命，还是保财产？ 6月23日在大雨中
推车被卷入下水井中不幸身亡的两名
20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是例子。缺乏最
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
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南水北调”还是“北人
南调”？

记者：您提到的城市建设应该遵循
自然规律，但是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密
集的大城市，土地和水资源非常有限，像
国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可行性有多大？

史培军：这就回到了要解决城市病
这一问题的根本对策，即城市的规模是
要有限制的，不应该无穷地增长。对任
何一个特定自然地理区域的大都市来
说，它的自然负荷能力都是有限的。“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不应该是更麻烦。
我认为到了大力度限制大城市人口急
剧增长的阶段。

人口增长负担过重和过快的城镇
化都使得人地矛盾、人水和人与自然负
荷的资源的矛盾日益紧张。

记者：如果严控城市外来人口，是
不是也影响了更多人追求教育、医疗等
优质生存条件的机会？

史培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是有
限度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平均降水量
500毫米左右、平原占不到 1/3的地区，
要养活近 2000 万的人口，压力可想而
知，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升之中。
尤其是这几年的水荒，就显得非常突
出。南水北调工程还在进展之中，目前

还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另外一种声音，
“北人南调”是否可行也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

至于控制外来人口是否限制了一
部分人的权利，首先城市的发展要保证
已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要真正解决
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质量，并不是单
纯让他们进城就可以了。进城不是根

本问题，收入低、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公
共卫生资源才是他们进城的根本原
因。试想如果加大了对农村、城镇的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同时提高农民收入，
靠提高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异而不是
单纯涌入城市，大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
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据《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级新区为何这么抢手
7 月 7 日，中国的又一

个明星区宣告诞生。浙江
省省长吕祖善在国新办宣
布，国务院已正式批准设立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新
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
江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
级新区，也是国务院批准的
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
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区。

这意味着，舟山，这个
浙江省陆地面积最小的城
市，在制度的安排下，即将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耀
眼的明星。

此前，另一有力竞争
对手陕西省西咸新区，通过
高配新区一把手的方式做
最后的冲刺，亦足见“国家

级新区”角逐竞争之激烈。
事实上，在中央给予地方的
各种区域安排中，各省市均
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其
中，又以“国家级新区”的竞
争最为激烈。

“国家级新区”，这是
区域发展中一种高规格的
制度支持，包括税收上的减
免，项目落户上的照顾，土
地政策上的优惠以及其他
经济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
的先行先试权。

稍微回看一下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
难发现：通过给予政策上的
倾斜，项目、资金、资源迅速
向明星区域集中，催生出了
一个又一个新的GDP高地。

再看看最新批复的舟

山，又得到什么样的礼遇？
根据批复，国家给予

舟山的功能定位是，浙江海
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
综合开发实验区和长江三角
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根据舟山的区位和资源
优势，未来的新区要建设成
为中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
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
的海上开放门户、海洋海岛
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重要
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以及陆
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批复中称：将加大支
持力度，推动产业、资金、人
才向舟山群岛新区集聚。
批复中还要求，国家各部、
委、办、局，在规划编制、政
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改

革、机制创新等各方面给予
舟山积极的支持。

这一切当然是所有行
政区域梦寐以求的礼物。
但从发生率来看，这是一个
小概率事件。

诚然，在浙江，舟山这
个最小的城市，在过去的很
多年里，它的发展一直乏善
可陈，基础薄弱，远远落后
于那些兄弟明星县市。不
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在中
国，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
区域经济发展快慢的，是国
家的制度支持力度。

国家级新区=项目+资
金+政策。

可以预见，不久以后
的舟山将收获这一切。

据《中国经济周刊》

频频垮桥是重要警醒

5天内，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11日，建
于 1997 年的江苏盐城境内 328 省道通榆河桥坍
塌；14日，建成不到12年、造价逾千万元的当地标
志性工程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15日，通车仅14
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在武夷山，大
桥倒塌还造成一辆旅游中巴坠落，致1死22伤。

这样的事故，让人不由回溯近年发生的一系
列垮桥惨剧：2010年的河南栾川大桥，2009年的湖
南株洲高架桥，2007年的湘西凤凰桥，1999年的重
庆綦江彩虹桥……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造桥历史、
建于1400多年前的赵州桥迄今仍然屹立的民族，
却必须接受“桥塌塌”频发的现实，令人痛心，也让
人追问：我们的路桥是否“提前”进入了风险期？

事故发生后，当地各部门迅速抢救受伤群
众，武夷山大桥和钱江三桥相关方面相继召开新
闻发布会，专家们迅速鉴定了事故原因。然而，这
无法让人安下心来。这两座大桥的垮桥直接原因
被归于货车严重超载。在媒体公众追问之下，有
关方面才继续承认“桥梁存在缺陷”、“管护缺
位”。这样的态度，不免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
难让公众释疑。

据调查，钱江三桥的裂缝隐患其实早已出现
——4 年前已有网民预言过它的塌陷，理由是当
初的建桥指挥者因腐败入狱；而武夷山大桥的“超
负荷”现象，5年前已现苗头，只因业主与公路管
理部门互踢皮球无人养护，一直带病运行。

这仿佛已成惯例：利益丰厚时争相管理，事
故一出则互相推诿；日常养护、监察过程中缺少科
学规范和严格执行，明知存在隐患也带病运行，而
不肯防微杜渐。如此管理方式和应急反应的惯性
思维不改，不堪“超载”而必定要在某个节点上“偶
然垮塌”的大桥，只怕还会此起彼伏。

我们的确需要管理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迅速
回应公众，但不是“张口就来”，更不是推诿塞责。
就一座大桥的垮塌来说，不论设计、建设还是事故
调查与测量，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与专业
论证过程。

事实上，更需科学拷问的是，超载究竟是“元
凶”还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为什么经过
专业设计和严格施工的桥梁会如此弱不禁风？为
什么由先进材料建成的桥梁竟如此“短命”？

本该成为“百年工程”的大桥，一座座相继成
了“短命桥梁”甚至“索命大桥”，不仅给公共财产
带来巨大损失，还制造了社会风险，更危及人的生
命安全。这种现象尤其值得深思，需要专家认认
真真调查原因，管理者积极主动承担责任，让财政
投资少些损失与浪费、百姓生命多些安全与保
障。更需要提醒各地的，是及时监控和修缮存在
隐患的路桥，彻底杜绝“桥塌塌”。 王 国

“最美妈妈”为何赢得全社会喝彩
7 月，杭州，生死瞬间，一

个平凡的女人创造了一个爱
的奇迹——她不顾个人安危
的惊人一抱，挽救了一个幼小
的生命。她叫吴菊萍。人们
称她是中国的“最美妈妈”。

人们感动着，感慨着，传
播着，传递着，全世界都知道
了吴菊萍救起小妞妞的故
事。在关于她的故事中，人们
发现，有几个词反复出现：本
能、普通、习惯性流露——

吴菊萍说：我觉得这就是
一种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
的事情；我一直蛮普通的，真
没啥特别的。吴菊萍的丈夫
说：她平时和今天所做的都只

是这些善良的习惯性流露而
已；菊萍也不想大家把她称为
英雄，因为她觉得这是每个人
都能做得到的事情。吴菊萍的
老师同事说：她平时就是一个
挺善良，挺有责任感的人；她伸
手救妞妞，其实是这种本性的
习惯性流露。吴菊萍的乡亲们
甚至说：我们身边英雄很多，有
些人比菊萍救小孩还更英雄；
菊萍就是这些好人中的一个。

由此，更让我们思考的
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做了自
认为普通的事，却为何在全社
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

其一，普通人的高尚行为更
能体现纯洁的人性，更具震撼力

量。如果接住妞妞的是超人或
蜘蛛侠，原本也不值得惊叹了。
而吴菊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有
一个8个月大的儿子，她却以生
命的代价去托住一个与自己毫
不相干的孩子。这种“本性的习
惯性流露”，看似自然又简单，其
实最艰难，是一种经年的累积，如
果不是长久以来的善良积淀，很
难想象会有危急时刻爱的爆发。

其二，“最美妈妈”做了别
人或许想做但却未必会做的
事，她的行为触动了人们心中
共有的善念。孟子曰：“挟太
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
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
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运于掌。”依此来看，现实
社会中人们在需要帮助的人
或事面前止步，确是“非不能
也，是不为也”。“最美妈妈”就
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人们
心灵。她于平凡中孕育出人
性的光辉，激发了人们心底向
善的力量。

吴菊萍那关键时刻的一
伸手，展现了人性的精彩。人
们为这份精彩喝彩，这是向善
社会的一大进步。希望每一个
普通或不普通的人都能记取这
份精彩的传递，善待身边的人，
用爱交织身边的事。 红丽

听证会正在遭遇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这次听证
专业户的集体“亮相”，突破了公众的承受尺度。要
有效遏制听证专业户现象，就需改革现有制度。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7年里一共参加过19
次听证会，这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
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19次参加各类听证
会，引起网友转帖拍砖，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其
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

听证专业户其实不是新闻，此前合肥曾经出现
过职业听证人。听证专业户的可怕在于，他们犹如
会说话的机器，仿佛被设置了固定程序，只会说

“是”，不会说“不”。他们扮演的角色偏偏是消费者
代表，有的听证专业户理直气壮地表示，“政府收任
何费都有理”。试问，这究竟代表谁的心声？

听证会正在遭遇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这次听证
专业户的集体“亮相”，突破了公众的承受尺度。追溯
历史，我国引入价格听证制度，至今不过十余年时
间。听证制度的设计初衷充满着善意与进步，通过听
证代表的观点博弈，使政府决策趋向合理化。设立听
证会制度，也是实现公众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
利的一种方式。但近年来，听证会越来越被诟病，不
少人惊呼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代表就是内定，以
至于公众的参与热情锐减，东莞居民水价听证，征集
听证会参加人，却无人买账就是例证。

听证会沦至人人炮轰甚至避而远之的局面，原
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制度无力。早在2002年12
月 1 日，我国正式施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
2008年12月1日，《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正式施
行。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践行，一
些价格上涨根本就不举行听证，亦非新闻。

二是管理缺失。《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
规定，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按说价
格主管部门应该不偏不倚，确保权力节制，维护公
共利益，但是不少部门表现得十分暧昧，垄断企业
一呼吁涨价，它们立马呼应，甚至鞍前马后地为之
效劳。在遴选听证代表时，故意挑选那些听话的、
与垄断企业保持一致的代表。由于信息不透明，公
众无法监管，往往听到涨声一片，但为时已晚，徒唤
奈何。

要有效遏制听证专业户现象，就需改革现有制
度。听证会不妨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在信
息披露上应确保最大程度的透明，程序怎么设置，
公众怎么参与，代表怎么遴选，现场如何博弈……
都应阳光化，而不是秘密操作、选择性运行。令人
欣慰的是，不少人大代表已经建言制定《听证法》，
也许法律完善了并能得到严格落实，听证乱象才能
少一些。 春 亚

有网友爆料说，自己被
提名为“中华脊梁”候选人，
但要交9800元钱。记者调查
中发现，该活动的官方网站
也已经关闭，邀请函中留的
手机号和座机都无人接听。
(7月17日新京报)

口口声声是评选“中华
脊梁”，却把眼睛盯在了人家
的荷包上，毫不遮掩地张口
就要钱，这简直是天大的笑
话。其实，类似于这种花钱
评奖的小儿科游戏早就不是
什么新闻了，民众再没见识
也不至于为这事吓一跳，真
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种事
儿竟然敢打着评选“中华脊
梁”的旗号出现。诚然，在类
似骗术越用越滥的时候，不
下点力气琢磨个唬得住人的
名字也难以引人上钩，可你
也不至于连蒙人的底线都不
要了，有多大吹多大吧？

交钱就能有幸成为“中
华脊梁”，这样的评选有多大
的含金量，无论是候选人还

是主办方，恐怕都
心知肚明。为了
这个虚名，“不差
钱”的候选人别说
是 9800 元 ，就 是
98000 元都舍得；
对于主办方而言，
张张嘴就能赚个
盆满钵满更是一
本万利的买卖，说
得难听点，这出闹
剧本身就是一出
蹩脚的双簧，本来
就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的事情，场上的
两个“演员”都心
知肚明，真正比吃
了苍蝇还恶心的
是 台 下 的 观 众 。
我们不能不问一
句，得了爱财的“软骨病”，评
选出来的“中华脊梁”还挺得
直吗？

如果某些人非愿意给自
己的名字前加上长长的一串

头衔，那也无所谓，但是，请
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别对着
公众显摆，主办方更不能以
伤害民众的感情为代价往人
家脸上贴金。尤其是，不能

因为主办方自己对着金钱弯
下了腰，就逼得“中华脊梁”
也佝偻着身子，这样做是要
被 民 众 在 后 面 戳 脊 梁 骨
的。 晓 妍 文 朱慧卿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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