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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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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事
故赔偿莫用

“奖励”手段

据有关媒体报道的赔偿方案内容显示，50万元赔偿金额里，“有关方面人士称，其中5万元
是向短时间内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家属的奖励”；温州官方网站温州网的报道里也提到，

“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假如真的存在“奖
励”这样的说法，无疑是非常不妥当的。在事故原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如果有些机构或工作
人员急不可待地限期完成赔偿，甚至不惜使用“奖励”的形式，不但不能抚慰死难者亲属，反而
类同“伤口上撒盐”，带来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 ——《新京报》

话题：媒体建议对拒不公
开三公经费部门进行司法问责

网友发言
越不公开越有问题！ 网友斑点狗
问责是必须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

们有权知道钱是咋花的。 网友行醉翁事
三公经费，不在于高或低，在于这些费

用该不该花，比如接待了哪些人，该不该吃，
一天多少万元又是怎么吃掉的。网友xwhtq

话题：动车追尾事故前车
司机正接受国务院调查组调查

网友发言
终于找前车司机调查了！我一直疑惑，

事故发生后，为什么没有前车司机的经历陈
述？我们普通人都想得出，后车司机肯定遇
难，而前车司机肯定没事，事故发生那么久，
怎么就没见前车司机出来说话。网友陈紫苏

司机不到30岁，太年轻了。司机、调度
的责任是为一车人的生命负责。记得小时
候就听说，火车司机觉没有睡好都不会让上
车，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执行这个规定？而且
那时的司机有两人，正、副两个司机。记得
有一起撞车事故，正司机在撞车前把副司机
推下车，让副司机向领导报告情况。那个正
司机牺牲后还受到表扬。这么快的高速车
怎么只派一个司机？ 网友咖啡猫

7月26日，甬
温线特别重大铁
路交通事故达成
首例赔偿协议，遇
难者林焱的家属
与鹿城区处置领
导小组协商，同意
接受50万元的赔
偿金。记者上午
获悉，林焱的追悼
会已经举行。7月
27日上午9点，温
州宣传部以书面
文件的形式予以
确认，新闻发言人
表示，网上早签约
有4万到5万元奖
励的说法是谣传。

7月27日
《新闻晚报》

但愿“先签订协议有奖励”是“谣传”
此前中新网报道说，“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

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和家属的质疑——
“铁道部急于让家属签订赔偿协议，还提出先签订协议有奖
励，这种行为与买卖没有差异”，那么，“网上早签约有4万
到5万元奖励的说法是谣传”的官方辟谣能打消公众的疑
虑吗？能让家属的不满消散吗？

就当下的话语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君不见，当有人在为“情绪稳定”说被扫进垃圾堆欢呼的时
候，今天已经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温州日报》的报道
指出，有关官员不仅强调“要把维稳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稳定死者家属、亲友情绪，重视和加强社会舆论，确保社会

和谐稳定”，而且明确表示——“在善后处理上，温州已累计
接待遇难者家属880多人，目前伤亡人员家属情绪总体稳
定”。此时此刻，你能说是我们太容易被鼓舞和感动，还是
感叹官僚机器的惯性和“威猛”？

“先签订协议有奖励”是一种代表了恶的“惯例”。如此
做法只能让民众的情绪更难以抚慰，只能让家属的情绪越
来越不“稳定”，也只能让民意无处依附。

就笔者的看法，既要对“先签订协议有奖励”进行辟谣，
更要对隐藏其后的荒谬价值观进行批判，这是防止丑陋的

“惯例”蔓延的必然选择，也是尊重民众生命和社会文明的
必然要求。 朱四倍

铁路速度追赶航空，赔偿也该看齐
相比17.2万元的“法定标准”，50万元赔偿已经额外给

予了“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所以足够凸显
“以人为本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在铁道部看来，50万
元的赔偿标准已经够高了，但是这得看怎么比。别的先不
说，1992年修订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
定2%的费率最高保额却只有2万；相比保险公司类似保险
条款，显然是暴利的暴利。通常情况下1元钱的长途汽车
意外保险最高保额就是2万元；火车票价特别是动车、高铁
票价2%的保费，该是多少个1元呢？

某种意义上，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险实质上保的
不是旅客利益，而只是铁路部门的暴利。按照铁道部近
三年客运收入的 2%来计算，旅客强制险保费分别为

18.60亿元、21.81亿元、26.90亿元，三年总计67.31亿元
左右。倘若按照 50 万元的赔偿标准对本次事故遇难者
予以赔偿，专家计算应该不会超过去年应提纯保费的
10%。换言之，铁道部只需拿出一年保费的10%，就能摆
平这样的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这一方面固然验证
出铁路强制险的暴利，另一方面更验证出50万元赔偿标
准的严重不合理。

可以与之比较的是，伊春空难遇难者赔偿标准为96万
元，铁路事故50 万元赔偿标准，几乎只有伊春空难的一
半。铁路这些年快速发展高铁，在速度上保持对航空旅客
运输的追赶态势，并形成有效竞争，怎么一遇到事故赔偿，
就不向航空事故标准看齐了呢？ 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