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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4_645960.htm 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

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事

故发生，是因为对存在的隐患治理不彻底、不认真、不坚决

”。4日，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针对当前热点做如此

分析。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谈到如何吸取 “723”事故教训时

，也要求不得随意压缩铁路建设项目工期，并要求全面排查

和整治铁路的安全隐患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网上，

“晒晒我们身边的公共安全隐患”，正成为近期网民们一个

热议话题。 正如国家安监总局3日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一

个月，是“异常痛心和忙碌的一个月”。面对沉痛教训，从

政府到公众，纷纷痛定思痛，寻求对策。在焦灼的目光中，

“隐患”成为一个焦点。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的加强安

全生产六大措施中，“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排在第一

位。 灾难是一面镜子，虽然残酷，却能照出真实问题，使一

些平时看不到或者被忽视的真相凸显于眼前，也在人们的心

里制造着不安与恐慌。人们从北京、深圳地铁扶梯突然逆行

的事故，看到了电梯质量和维护的隐患；从京珠高速客车大

火致41名乘客死亡的惨剧，看到了携带易燃物的隐患；从上

海特大火灾事故，看到了社区消防存在的隐患；从温州动车

追尾事故，看到了座位没有安全带、出事后包厢门打不开、

缺少救生锤、信号设备有缺陷等隐患⋯⋯ 不管是事故中自动

浮现出来的隐患，还是人们受到事故的警示主动发现的隐患

，既是威胁安全的现实隐患，也是冲击人们对公共安全信心



的心理隐患。比如，地铁电梯事故发生后，许多网友纷纷在

微博上表示“心有余悸”；铁路、公路上的故障、事故不断

，影响着人们出行时对交通工具的选择。 “祸之作，不作于

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安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

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

和300起事故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如何及时发现和排除

隐患，防患于未然？如何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继续稳步前行

？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动人民力量，借助群众无所不在的雪

亮眼睛，真诚倾听百姓对公共安全的各种意见，善用社会公

众的智慧和力量化危为安。这不仅因为，公众作为“体验者

”，晒出来的安全隐患往往目光如炬地指出了真实问题；更

是因为，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下，隐患的背后凝结着社会关切

，影响着安全预期，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

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信心是完全可以重拾

的。1998年，德国城际高速列车也发生了死亡101人的惨剧。

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

审判，努力改进技术，严格规范。而今日，高铁仍然是德国

人出行的首选。 因此，事故发生了，需要对公众疑虑和关切

的每一个安全隐患都作出“真诚负责任”的交代：让调查处

理过程公开透明，使公众得到真相；对设备问题、管理问题

、厂家问题、腐败问题等一追到底、毫不手软；查清事故原

因，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改进

措施。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堵住安全漏洞，增加安全系数，

帮助人们找到安全信心的生长基点。 相关推荐： #0000ff>人

民时评：高速时代尤须系好“安全带” #0000ff>热点时评：

“城市的良心”需要制度支撑 #0000ff>热点时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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