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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待公共安全事故

回归阅读也是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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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城管无疑是当今社会形象最糟

糕的群体之一! 很多人只要听到城

管二字就会想到暴力执法" 受这种

刻板印象的影响! 城管打人似乎已

不再是新闻! 城管被打却很容易引

发围观"最近!温州苍南县就发生了

一个极端案例#$$当地城管局工作

人员整治占道经营行为时与菜贩发

生争执! 路人试图用手机拍摄执法

现场被城管打伤! 愤怒的群众随后

对城管进行围殴! 并一度使其中两

人因伤情危重而休克% 与以往那些

暴力执法纠纷一样! 苍南事件也给

城管形象敲响了警钟"

城管群体如何实现形象突围!

这是一个被媒体探讨过多次的旧话

题"苍南事件给我的一点新启示是!

城管群体要走出负面形象的泥潭!

或许可以向交警学习"

城管与交警的职能略有相似之

处"但是!城管在民众和媒体那里得

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而大

家对交警的评价却是好评多于争

议$$$不否认也有部分人骂交警!

但人们对交警执法的尊重与认可!

远远高于城管% 如果城管部门能以

交警部门为师! 城管群体的公共形

象也许能有所好转%

城管可以向交警学什么( 首要

的一点就是规范执法% 社会各界对

城管执法诟病颇多! 与城管群体构

成复杂)执法随意性较大有关%在行

使城管职能的人员当中! 除 &正规

军'外还大量存在&雇佣军'和&临时

工'!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人在执法

时不按规矩出牌! 很容易抹黑整个

城管群体的形象%与之相比!交通管

理工作中虽然也有协管员的角色!

但协管员与正规交警之间的执法界

限很清晰%

其次!在职能定位方面!城管可

以像交警部门一样!多一些服务意识!

少一些管理色彩% 如今城管部门给人

的印象是!从卫生)工商到环保)拆迁

等几乎&无所不管'!可实际上公众最

希望城管部门能提供周到的服务!而

不是蛮横地滥用职权%如果城管部门

也能像交警部门一样有明晰的权责

归属!更多地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

贴心而周到的服务! 城管与小贩)市

民之间的关系势必会融洽很多%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城管部

门还可以向交警部门学学! 如何适

当&隐身'%日常生活中!交警并非每

时每刻都在路边执勤! 但因为交管

部门已建立一套完整的交通规则和

驾驶规范! 交通秩序并不会因此而

受影响%其实!城管部门与其不断扩

充队伍上街巡逻! 不如花更多精力

在与小贩共同制定规则等方面% 尊

重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自决权!信

任社会的自我调试机制! 反而能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当出现城管暴力执法事件

后!都有人建议取缔城管部门%但我

觉得! 这种建议在短期内并不具备

可操作性%与其空谈!不如找个可以

学习的榜样! 脚踏实地地改革工作

模式)改进工作思路!这才是城管部

门扭转形象的起点% 交警部门形象

并非完美! 但如果城管能学习交警

好的做法! 完全有可能逐步实现形

象突围%

! ! ! !昨天是中国互联网诞生 !"

周年的日子!!"年来! 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极大地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各种创新技术层

出不穷!最新的就是上周耳闻已

久的谷歌眼镜正式开始销售% 可

以说!这 !"年变化速度!远远超

过之前的 #""年)!""年%

这些新技术一路走来!也伴随

着不少争议!比如!互联网极大方

便人们生活的同时!安全性始终困

扰着人们!因为互联网也极大地方

便了骗子)小偷% 再如谷歌眼镜反

对声音也很大!因为谷歌眼镜的拍

摄功能可能侵犯别人隐私! 所以!

一些酒吧禁止戴谷歌眼镜入内%

最大的争议是新技术冲击了

传统产业!比如!互联网对传统媒

体)传统百货业等形成较大冲击!当

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科技进步难

免导致一些行业的衰落!但是!我们

更需要科技推动整体社会进步% 就

说网购在中国发展很快!国家统计

局最近公布的 $月份消费数据首

次增加了网购统计!%#&'(的增速

的确很高! 不过!$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 #!&!(!增

速低于去年! 说明实体消费增速

较低! 网购高增长并没有带动整

体消费的增长!这有点遗憾%

所以!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需

要融合!现在!一些传统百货企业

与互联网企业进行线上线下合

作!就说明两者还不能完全取代%

其实!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带来挑

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国内很多

传统企业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发

新产品! 比如机床企业将传统机

床与移动互联网嫁接! 在国际上

率先推出手机操控的机床* 空调

企业推出可以手机操作的空调*

最有趣的是! 一家生产门窗的企

业!推出了智能化控制门窗产品!

这种窗户可以通过)*+*遥控%

西甲领头羊马德里竞技队

带来一个运用新技术的例子!教

练在比赛中戴谷歌眼镜进行实

时数据分析!统计显示马竞头球

数据显著占优!结果!他们发扬

这个长处最终凭借头球取得了

胜利% 看来!善用新技术可以帮

助企业提高效率%

! ! ! !怎样区分公务用车和民用车

辆(有些执法部门的车辆!为了更好

地履行公务而喷涂为特殊的样式!

比如警车% 有些公车在车牌号码上

做文章!比如已逐步取消的&,'牌!

或者小牌号等特殊号段% 还有些地

方为公车喷涂上&公务用车'标志!

以方便社会监督! 比如湖南省宜章

县! 全县所有公车都贴了醒目的公

车标志!随车还印有投诉监督电话%

规范公车使用!社会监督必不可

少%十多年来!已经有 !!个省份取消

或即将取消&,'牌!这是因为&,'牌屡

屡被超范围使用!变成一种享受道路

行驶特权的&通行证'%然而!取消&,'

牌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对于那些既没

有醒目外观!又不使用特殊号段的公

车!社会监督反而难以到达% 公务用

车和民用车辆完全没区别!等于套上

一件&马甲'!即便有违法行驶或公车

私用行为! 或者停到了不该停的地

方!公众也无从辨别%

这应该就是一些地方喷涂 &公

务用车' 标志的原因! 重新让公车

&特殊'起来%只是!并非特殊在拥有

更多的道路通行权! 而是特殊在要

接受更多的监督%

公车&混入'民用车辆中!引发

的担忧不仅是关于监督困难! 更有

关&隐形'特权%本来意在取消特权!

会不会反令特权更加隐蔽( 这不是

毫无根据的% 一些地方的交通执法

部门!掌握着&特殊车辆'的名单!据

此&选择性执法'% 如此&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显然令取消&,'牌之类

的措施大打折扣%

公车身上的标志! 未必都要来

个醒目的喷涂% 但公众对于公车使

用状况!确实有知情的权利%现在信

息科技如此发达! 让公众对各部门

拥有和使用公车的状况有一个了解

的渠道!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

给公车打上标志!监督效果还有

待观察% 让公众认得出公车!毕竟只

是监督的开始! 目的还是遏止特权%

公众举报之后!能否予以查实)问责!

这个过程又如何得到监督! 都是问

题% 如果在查处环节上止步不前)遮

遮掩掩!那&方便监督'云云就不过是

空话% 不仅是公车!其他需要公众参

与监督的公共事务!也莫不如此%

! ! ! !兰州水污染事故发生后! 政府

及民间的反应较之以往有所不同!

网民旧事重提! 把当地政府此前辟

谣的新闻拿了出来! 并对政府信息

公开方面的表现提出质疑! 不仅如

此!颇不寻常的是!有当地市民还试

图通过司法渠道对水务公司提起上

诉! 这些大大小小的动作一度让当

地政府捉襟见肘%

不同做法产生不一样的评价!

针对上述新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应

对!网民在争辩中完成启蒙%问题的

核心是!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政府

和民众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而

体现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政府的责任

担当%一位网友的总结颇具代表性!

他认为!&律师第一时间组织市民状

告水务公司! 社会机构第一时间调

查污染造成的伤害! 媒体第一时间

敦促政府自证清白! 政府第一时间

解释为什么上个月抓了几个造谣

者!这才叫正常社会% '

在突发事件中! 过去民众对政

府部门的重要要求是及时公布相关

信息!并期待对责任人展开问责!至

于相关的批评乃至谴责!可谓严厉%

这种舆论表现客观上有利于推动问

题解决!不过!也有一定的缺陷!很

多人站在公关利益的角度关注事件

进展"将事件默认为#大家的危机$!

不仅远离事件发生地的围观者如

此! 那些生命安全因事故受到威胁

的当事人亦不自觉地将其视为 &众

人之事'% 结果!到处都是批评者!唯

独看不到受害人!于是!批评甚嚣尘

上!维权却举步维艰%

公共安全事故仅仅关切到公共

利益吗( 显然不是!可惜的是!用公

共视角去看待事故依旧普遍! 乃至

当兰州市民向法院起诉水务公司!

兰州中院即以诉讼人不合乎法律规

定的资格要求为由拒绝诉讼请求!

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将这种诉讼默认

为公益诉讼!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

个人的确不具备诉讼资格% 直到新

闻报道提到律师的观点" 提示市民

可以受害人身份起诉水务公司侵

权!这一思路让很多人茅塞顿开!过

去被视为公共危机的安全事故!展

示了它鲜为人知的一面! 它提示我

们!在公共安全事故中!围观者可能

既是批评者!又是受害人%

这种转换可以作用于维权!当

然!理性的人会说!像水污染这样的

事故!尽管当地市民是受害者!但一

旦进入司法程序!则很可能因为伤害

难以测量而使得司法问责难以展开%

就事论事而言! 这样的困境的确存

在!问题是!未必其他公共安全事故

都有这样的特性!像近年来愈演愈烈

的土地污染现象!它同样被视为公共

事件!但这种污染其实往往局限在一

定的范围!&癌症村' 即是极端的反

映% 显然!如果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

种事件!司法的作为就值得期待%

借助兰州水污染事件! 围观者

开始接受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公

共安全事故! 这样的转变是有益的!

毕竟!在#公共$这个词汇的掩饰下"

很多的批评者却受到了真正的伤害%

! ! ! ! &感谢顾客过去 !,年的光临%'

前不久! 洛杉矶华人区最后一家巴

诺书店贴出了一张终结营业的海

报%作为美国最大的连锁实体书店!

巴诺书店正逐年减少店面数量!计

划在 !,-.年关闭 #/$的门店%

&阅读危机'可谓老生常谈%在

传播快时代! 资讯从不足变得过

剩! 公众所缺的不再是内容资源!

而是阅读的一份宁静与耐心%接触

信息无法替代沉静思考%

去年!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师孟

莎美的文章+不阅读的中国人,在网

络热传!并被一些报刊转载% 这位印

度人观察发现!中国人空闲时间爱玩

*012!却很少安静看书!不免担心&如

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可能会为此

付出代价'%高尔基&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的名言家喻户晓!中国人笃

信&腹有诗书气自华'% 梁启超读书!

分&鸟瞰'&解剖'&会通'三遍*冯友兰

则把 &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和

&明其理'奉为读书经验% 然而!不论

秉持何种读书观! 倘若止步于浏览

速读!不能做到在书海沉潜!也就谈

不上体悟文字真谛!又遑论采撷智慧

精华( 索契冬奥会开幕之际!国家主

席习近平接受俄电视台专访时表示!

读书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 让人得到智慧启

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国家领导人

日理万机尚能做到经常读书!言如黄

钟大吕!催人省思%

&阅读危机'并非是个噱头!回

归阅读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李浩
燃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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