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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方备下应急预案

如果“外滩灯光秀停办”官方提前发布

李明宇说，他与女朋友傍晚 5 点
就到了外滩南京东路，“逛逛街，吃吃
东西，等着晚上的灯光秀。晚上 7 点
的时候，人就已经很多了。通往外滩
的南京东路几乎是人贴人”。

人们像一锅粥一样挤在外滩，
“我鞋带开了都不敢低头系，只能自
己小心点别踩着摔倒。根本停不下
来，必须跟着人流挪动。现在想想真
是后怕。”李明宇心有余悸地说。

晚上 8 点，外滩的人数已经超过
30 万，这也是去年来看灯光秀的人
数。据上海公安局数据显示，2014
年警力布置为 8000 人。据媒体报

道，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
指挥长蔡立新承认，警方对外滩人流
量预估不足，最先只安排了 700 多名
警力。

“那场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
们 8 点多便向上反映，但一直没有启
动相应的应急机制，直到出事。”外滩
风景区安保人员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该工作人员表示，景区31日晚上与平
常一样，大约60位夜班保安在景区值
班，工作人数和机制安排，并没有采取
特别措施。

“因取消灯光秀而降低外滩安
保措施，这就是一种托词！”市民杨肖

情绪激动地表示，外滩观光平台没
有活动并不能回避公安机关做人流
组织和引导的责任，“发生这么大的
事儿，公安、政府都脱不了责任！”

滕五晓表示，对外滩这些高危地
带，应有应对大人流量的特别预案，
事先作出更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
包括警力配备、志愿者力量、各种保
障措施等。一旦有情况发生，便可以
迅速启动紧急预案。如果警方准备
充分，早点启动应急机制，外滩踩踏
事件的悲剧或可以避免。

然而，当公众最需要警方的时候，
上海警方却姗姗来迟。

1 月 6 日下午，上海外滩，朔风凛
冽，城市上空密云低垂。

从陈毅广场到外滩观景平台，有
一段17级的狭长台阶，分为上下两
段，中间有个小平台。从观景平台
往下走，台阶有些陡，而且有一个
90 度的转弯。

29 岁的胡继之亲历了这次踩踏
事件。他告诉记者，事发当晚，他就
是在这段台阶上，看着他倒地的朋友
哭喊挣扎，直到渐渐不动失去生命。
而他自己被卡主，动弹不得，悲怒交
加又无可奈何。

“陈毅广场是台阶式的，如果人
流拥挤，毫无疑问是有可能发生踩
踏事故的。”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腾五晓表示，公众
聚集场所疏散走道的路面设计不
当是造成群体性挤踏事件的重要
原因。路面不平、摩擦系数小或使
用台阶、斜坡不仅会降低人群行进
的速度，而且会因为某个个体行进
速度的被迫降低或摔倒引发“多米
诺骨牌”效应。

预防人流对冲的最常见的方法
是，在有坡度和台阶的公共场合，用
铁栅栏隔离出上下分流的线路，或
者把上行与下行单向分开。遗憾
的是，在上海外滩踩踏事发地，只
有 米 粥 一 样 的人流和一截变身为

“死亡阶梯”的夺命台阶。

如果有分流栅栏

外滩灯光秀自2011年起，每年都
在外滩举办，已成为上海跨年的一个
招牌活动。当地政府立志将其打造
成一个跟纽约时代广场苹果倒计时
和埃菲尔铁塔灯光秀相媲美的全球
倒计时品牌。

像拥到这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2014年12月31日晚上6点多，李明宇
跟女朋友冲着外滩灯光秀而来。在这
对年轻情侣看来，在外滩观赏灯光秀倒
计时跨年，“又浪漫又热闹”。

然而，早在两个月前，“取消 2015
年外滩灯光秀”便已成定局。据媒体

报道，原计划在外滩举行的跨年灯光
秀活动，早在 2014 年 11 月初的申报
阶段，就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
办公室否决。当时这一部门的主要
顾虑，前一年的跨年灯光秀活动观看
人数太多、超过负荷，今年继续举办
会有安全风险。

然而这一官方决定，却迟迟没有
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向公众发布。直
到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海市召开
2015 上海新年倒计时媒体通气会，在
会议上正式发布外滩灯光秀取消，灯
光秀易址“外滩源”的消息，前几年由

上海市公安局协调负责的安保工作
降级，由区一级负责。

此时，消息发布时间距离跨年只
有一天。这一重要信息连同安保降
级、外滩不封路的安排，并未充分向公
众传达。

大多数民众并不知道，在外滩已经
连续办了4年的灯光秀今年将停办。30
万人像潮水一样拥到外滩，等待着灯
光秀的开始，等待着新一年的到来。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子虚乌
有的灯光秀，成为36条鲜活生命的致
命陷阱。

“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救援知
识对生命有多重要。如果大家都懂
急救，也许当晚不会死那么多人。”在
外滩附近上班的袁女士，亲历了现场
救援的工作，提起急救现场，她仍然
心意难平。

“在等救护车来之前，当时在马
路上躺着的好多人，都还有呼吸。
急 救 黄 金 5 分 钟 ，时 间 是 很 宝 贵
的。可是周围的人懂救援知识的实

在是太少了，想帮忙也帮不上，不知
如何下手，实在是有心无力到令人
绝望。”

袁女士说，当自发组织救援时，
有能力参与现场救援的人没有几个，
其中几个外国人的救援知识丰富的
多，也专业的多。

记者在外滩街头随机采访了十
余位年轻人，绝大多数表示，在大学
里并没有得到急救技能的培训，也没

有参加过相应的消防紧急逃生演
练。“突然遇到这种情况，心里确实蛮
慌的。”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掌握心肺
复苏技术培训的人就有7000万，相当
于全美总人口的1/3。而在我国，接受
初级急救培训的人口比例还很少，普
及率不高。

每一 朵 雪 花 都 应 愧 对 雪 崩 。
何况城市的管理部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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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那里就不会有车祸死亡！”
以往这句有关车祸的诗歌，这几天，由上海外滩踩踏悲剧而引发了人们议论
更多的“如果”。
“如果外滩的观景平台的台阶设立了分流栏杆”“如果官方把外滩灯光秀停办
的消息提早公之于众”“如果警方备下应急预案”……
事后会有很多的“如果”，但残酷的现实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后果！
36条鲜活的生命已经逝去。面对这场巨大的悲剧，我们除了哭泣和悲叹
更应该思考，究竟是该谁为那么多的“如果”没有发生而担责？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昨日表示：外滩踩踏事故教训惨痛，深感内疚，
将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上海外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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