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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灾难的制造者

相当于 20 多吨 TNT 当量的大

爆炸造成的这一场伤亡惨重的惊天

灾难能否炸醒麻木的风险意识？ 一

面是对灾难的震惊， 一面是对身边

风险的漠视， 这或许才是灾难来袭

的真实原因。

和此前无数次灾难性事故一样，

天津大爆炸依然会重复这样的流

程：事故发生，震惊，救援，批示，祈

福，声讨，追责，警示，表彰，赞美，同

类行业风险大排查、大整顿。 然后，

灾难性事故再在其他行业、 其他地

方发生，甚至是在同一地点、同一单

位发生。 比如，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分

公司就曾接连发生 2011 年“7.16”

火灾事故、2011 年“8.29”爆炸火灾

事故、2013 年“6.2”爆炸事故等多起

责任事故。

为什么总会是这样？ 谁是灾难

的制造者？ 谁为我们盯守着风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灾难

的制造者。 油罐爆炸，轮船沉没，马

路塌陷，桥梁压塌，商场着火，电梯

吃人， 在我们惊诧于一个又一个似

乎不应该发生、 似乎不可能发生的

事故的时候， 能够威胁到我们生命

安全的风险已经无处不在了。

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马虎；

也是仅仅是一次偶尔的走神； 也许

仅仅是一回差不多的想法， 那些灾

难就无可挽回的发生了。 按照你自

己的行事规则和标准， 如果你从事

的是一份高危工作， 你是不是也会

成为一次事故的制造者？

事实上， 当我们自己还不能认

真做好每个细节的时候， 我们没有

理由和资格要求那些在高风险岗位

工作的人超越我们， 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尽善尽美。 如果你不能管理好

自己身边的风险， 你就有可能是一

个自杀、杀人的肇事者。

当马航 MH370 失联以后，亿万

中国人都在为之祈福， 因为那上面

有 239 条生命， 并且其中有 154 名

中国同胞。 但是，中国每年仅在交通

事故中丧生的人就多达 10 万之众，

平均每天都有超过 274 条鲜活的生

命香消玉殒。 这相当于中国每天都

在发生一次马航 MH370 失联事故，

却被我们漠视了。

如果说， 一些灾难性事故还能

处罚责任人以慰遇难者在天之灵的

话， 那么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交通事

故的制造者，其实就是遇难者本人。

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灾难的盯

防者。 每当一次灾难性事故发生后，

都会有人强烈指责企业安全措施不

落实，指责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很

显然，这些问题都存在，批评者每次

都是在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后心安理

得。 然而，我们再深想一下，怎么才

能够全天候地去监管一个企业，哪

怕是高危行业的企业； 有谁能够一

刻不停去监管一个员工， 哪怕是高

风险作业的员工。 即使是现在有了

现代化监控条件的情况下， 也许就

在设备监控到一个违章操作的同

时， 事故或灾难就同时发生了。 所

以，请不要指望任何一个人警示，你

自己必须成为灾难的盯防者。

但是，很不幸。 我们似乎先天缺

乏危机感。 我们会用命运这样充满

神秘感和不可知论的词汇， 来解嘲

我们对风险的漠视。 从祖先起，我们

就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定

论。 尽管一次次的风险和事故就发

生在自己身边， 但在很多人的潜意

识里，却会天真地认为，灾难不会降

临到自己头上。

类似“一直这样做都没出过事”

的侥幸心态， 是大众对待风险和隐

患的普遍习惯。 大多数人从来就没

有认真准备过应对可能突如其来的

风险。 比如，很多外国小学生就已经

学习的防灾知识， 而中国的成年人

却还没有学习。 再比如，我们的邻国

日本， 几乎每个家庭都随时备有救

灾工具， 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几乎每

个家庭都没有相应准备。

曲突徙薪这个成语， 就耐人寻

味地讲述了中国人对待风险的态

度：某人家中的柴草堆紧挨着烟囱，

邻居觉得有着火的危险， 劝他把柴

草挪走，把烟囱修成弯曲的。 他没有

听。 后来，真的着了一场大火。 火灾

过后， 他请所有前来救火的亲朋吃

饭，感谢大家帮忙救火，却独独不请

那个曾经提醒他的邻居。 甚至是认

为因为邻居的“乌鸦嘴”，他们家才

发生火灾的。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

这样的“笑话”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

中， 每一天都在发生。 最典型的一

个例子就发生在目前的股市上：那

些在“股灾”中赔了钱的人，不去责

怪那些在 5000 点还忽悠其入市的

人，反而怪罪那些“唱空”股市提示

风险的人。 不去反思， 后期的暴跌

完全是因为前期的暴涨 ， 却认为

“唱空”是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 更

可怕的是， 持有这样观点的不仅有

普通股民，还有知识分子、企业家，

甚至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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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评论

喟叹天津过往：

从经济中心到错位救赎

>>>>4 版

产城融合误区：

灾难累积着质疑和忧患

>>>>3 版

犹如战后现场，

5公里内他们遍体鳞伤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