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手拍”了
就看“随即动”

■王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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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教育培训机构”之痛
■万 语

走在路上人突然没了——日前武汉

窨井吞噬一名 21 岁女大学生事件，再次

引起全社会对城市窨井盖的关注。3 月

29 日，本报开始向广大读者征集无盖窨

井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找找身边的无盖

窨井”（详见当日本报6版）。

@莱莉小微 说得好：作为城市的主

人翁，面对无数个窨井的潜在威胁，一个

人的随手拍也许可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

命。是啊，要是武汉那个无盖窨井被及

早发现，花季女孩杨丽君就不可能这样

消逝。

窨井“吃人”悲剧，全国不少地方都

曾发生过。早年杭州也多次发生，自从

发生了一小孩掉入无盖窨井几天才找到

的惨剧后，当地一面开展严厉打击偷盗

窨井盖行为，一面开始改装非金属盖，同

时井内加装防坠落网兜。但是这些“事

后诸葛亮”、“贼偷关门”的补救措施，总

是一时之功，不可能面面俱到。井盖换

了铸铁材质的不偷了，还有因车辆长久

碾压破损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及时更

换，有效防止车损人亡等事件的发生。

窨井“吃人”等“走路死”悲剧，反映

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细节还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反映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服务

者的责任心还有所欠缺。像去年我市有

400 个窨井盖丢了坏了，是不是都及时修

缮和更换了？如报道中@提拉米肚报料

的，一公交车站边一个“井盖早已不见”

的窨井，这样的窨井就好比张着“血口”

的陷阱。

小小窨井盖，事关你我他。现在我

们每个人都来帮管理部门查找身边的窨

井隐患，这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与义

务。但“随手拍”了，更要“随即动”，如果

有关部门得到相关信息后不能即刻行

动，那市民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冷冻。现

在道路上的井盖，产权所属多个部门和

单位，很多市民不可能全都清楚破损井

盖的归属。因此，即便“随手拍”上了微

博，也需要所属部门及时回应、责任落实

到位，这就看各单位效能如何，有没有形

成一种首问责任制度。

有报道说，武汉目前共有各种窨井

盖124万个，分属于水务、电信、燃气等18

个权属单位，遇到窨井盖丢失或破损，经

常发生多单位相互扯皮的现象。窨井吃

人事件后，该市开始尝试给窨井盖上保

险。这投保虽好，就怕投了保对井盖的

破损更加不闻不问了——反正有保险，

出了事赔钱呗。如果命与钱画上了等

号，人的生命以十万百万钱来换，那真

“杯具”了！

坠井女孩至今下落不明，被称为“城

市良心”的下水道，良心何在？没有安全

感的城市，难言幸福感。城市安全隐患

其实不少，除了窨井吃人悲剧，还有不少

突发“走路死”的可能。比如高空坠物：

那些装饰幕墙玻璃、面砖、广告牌，那些

楼房空调室外机等，都可能因年久失修、

锈蚀老化，突然从天而降，祸及于人。

防微杜渐。我们不能老是出事时重

视一下，事过境迁，悲剧重演。尤其作为

热带风暴多发的地方，更应该防范在先，

及时消除公共设施隐患。

“如果公公和媳妇结婚后就能多分钱，那我也跟我老婆离！”最近，宁波高新区上王村出了

件奇事，公公和媳妇为了拆迁而结婚，想以夫妻投靠名义把媳妇、孙女的户籍迁移到村里，以此

多分钱。 (陶小莫 画)

3 月 18 日夜，乐清柳市一房屋发生火

灾。火灾造成楼内一家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

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内多名学生、员工伤亡。3

名责任人已被警方刑拘。

一场意外的大火，多名学生、员工伤亡，

非法“学生托管班”，这条新闻经媒体广泛传

播后，触动受众者敏感的神经，人们又一次把

目光投向社会上的教育培训机构。火与血的

惨痛教训和代价，事发地有关部门势必会雷

厉风行地查处，同时引发一场波及周边地区

的整顿风暴，当然也将给教育培训机构敲起

警钟。那些非法的教育培训机构，自然也会

识相地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但是，风头过后，

是否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死灰复燃？

近几年，各地教育培训机构风起云涌，遍

布大街小巷。兴趣班、补课班、艺术班、奥数

班让人眼花缭乱，半托的、全托的、培训的生

意兴隆，连锁的、无名的各显神通，教育培训

市场日益壮大。对于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尽

管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但许多家长仍是“心甘

情愿”地纷纷送孩子“赶班”，耗费了钱财和精

力不说，更额外增加了孩子的负担。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何以有如

此庞大的市场？市场经济下，显然是因为有所需

求。出于提高成绩、发展特长等初衷，家长的趋

之若鹜、盲目跟风催热了这个产业。至于高昂的

费用，以及是否学有所值，真的难说。

也有人认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兴盛，根源在

于应试教育的经久不衰，甚至还有教师背后作

为推手。但面对社会上教育培训机构如此蓬勃

发展的趋势，怎么说也是不正常现象。有人斥

之为“学校教育失败的最好注脚”、“在疯狂吸

金、在摧残孩子”，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刺耳，却

也的确值得深思：根源在哪里？该如何彻底治

理？倘若一味等待酿成事故再痛心疾首、亡羊

补牢，那些无邪、无辜的孩子还真“伤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