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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B_AA_E6_95_91_E7_c25_495706.htm 在大家都在欢天喜地

地准备过年的时候，异常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我国。许多地

区大雪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天，雪灾已成了当前热点问题，也

成了当前最需要我们共同度过的难关。雪灾给我们带来的思

考很多： 雪灾带来损失。从全国看，雪灾发生后，停水停电

、交通受阻、大量旅客滞留车站和机场，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下的物流和能源系统在极端环境下已显得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因为恶劣天气的影响，连主要证券指数都开始下跌，可以

说，已触及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导致

群众紧张慌乱和社会秩序混乱。从区内看，虽然对今年农业

墒情带来正面影响，但是对正在发展的设施农业可谓一击重

创。由于受持续低温、冷冻的影响，有10多万亩大棚受灾，

加之交通受阻，农副产品运不出、进不来，这就给本已初露

端倪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又添了重重的一层阴影。 雪灾也带来

教训。大雪来临，气象部门也发出了红色警报；国家也成立

救灾中心；财政部、农业部也向灾情较重的省份紧急下拨农

业生产救灾资金，支持开展农业生产自救工作；南方一些省

份也都实施了国家二级紧急预案；各部门也都全力奋战，尽

量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客观评价，各部门反应得晚了些，

考虑的不太充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还缺乏有

效相互的协调和配合；广大民众在雪灾面前也是被动的忍受

，传统的过年风俗和几乎成为定律的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

人员流动在极端条件下还是铁打不动得以继续；在煤荒面前



，传统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运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充

分的暴露，各级政府还必须为形势越来越严峻做好准备并要

相应采取紧急措施。 雪灾也带来启示。平常总能从各种途径

了解到发达国家动不动就搞一些应对自然灾害的演习和应急

预案的演练，有时也感觉到挺可笑的。但是，仔细想一想，

人家这种方式方法确有可取之处。通过演练，一方面能够提

高公共体系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变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能够

提高全民的防灾意识和应对知识。试问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

，有多少人对火灾、地震、洪水和爆炸等灾害发生后能够有

足够的应对知识？我敢说，不会太多。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补

的课还很多。 雪灾同样带来商机。在看到负面影响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灾后很多需要把握的东西。虽然没有做到“未

雨绸缪”，但“已雪绸缪”也不算晚，一些设施大棚不仅努

力保苗，而且还在积极育苗，以备灾后及时提供所需种苗。

雪灾之后，针对应对极端环境下的各种基础设施改扩建工程

必将陆续开工；针对应付灾害天气的各种设备仪器必将生产

并投放备用，等等。在逐步改善应急能力的同时，国民经济

发展的又一“兴奋点”的坐标似乎越来越明晰。 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要善于把

握时机，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一场50年不遇的洪水，使我们

意识到了要加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一场

突来的“非典”，使我们提高了公共疾病预防能力；也许一

场50年不遇的雪灾后，我们各级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机

制和能力会有一个切实的提高。如果把握到位的话，祸福转

换的经典演绎就有可能发生，让我们公共努力并期待着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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