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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湖北荆州一商场内
一名约 30 岁女子被卷入手扶电梯
不幸身亡。当时女子与孩子行到
电梯尽头，站上扶梯踏板时，踏板
突然垮塌。跌落一刻，这位母亲将
儿子推上高处，自己却被电梯“吞
没”。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10版）

上周日晚间很多人的微信都被这
样一段电梯“吃人”视频刷屏，本是开
心的周末，霎时变得沉重。关乎责任
的讨论与生命的脆弱，一起奔涌而
来。情绪宣泄弥漫于相关的舆论场，
谁是谁非的讨论充斥其间，面对一个
公共场所的电梯悲剧，每一个人都感
到忧心忡忡。然而透过悲情背后，审
视事件的始末，专业的反思才可能为

我们总结教训提供一条正确出路。
事件是必然的吗？当这名30岁的

女子踏上电梯，位于彼端的工作人员其
实已经发现了电梯故障。可惜，这种警
觉仅停留于对乘坐电梯者的一种善意
提醒，而非上升为一种安全规范操作，
比如由一人负责劝阻，另一人及时触动
紧急按钮停掉电梯。商场在这种安全
操作层面缺乏必要的培训，终致本有可
能避免的事故沦为一场悲剧。

电梯“吃人”不只是一次偶然事
件，其背后的责任问题亟待一个答
案。除现场工作人员外，商场相关机
构为何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问题电梯并
采取必要措施，需要展开调查还原真
相，厘清这之中的责任。毕竟，电梯吞

掉的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任何推脱，
而不积极反省的行为，都是对这个家
庭的二次伤害。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电梯“吃人”
事故发生后，一些不专业的声音充斥
互联网空间。网上甚至传言，电梯处于
维修状态，该女子不听劝阻强行走上电
梯。另有网友质疑女子丈夫没登上电
梯。凡此种种，指向灾难个体的荒唐诘
问，看似富有质疑精神，其实只是一次对
伦理的践踏。事发时电梯入口并无所谓
的告示牌，死者最后听到工作人员劝告
时已经处于电梯顶端，何来的“不听劝阻
强行走上电梯”。至于质疑其丈夫未一
起登电梯更是黑色幽默，看热闹的不嫌
事大，非得再拉上一个？另据澎湃新闻

报道，当地安监局也已查明，电梯并非在
维修中。不专业的反思甚至是谣言，在
这起事故中的表现提醒我们，面对公共
事件克制表达的重要性。特别是事实一
时难以厘清时，请慢一步发言，等一等真
相追上来。

电梯“吃人”需要专业的反思，不需
要廉价的情绪宣泄与不专业的声音。
对个体而言，事故发生的概率是微小
的，但对失败的管理而言，漏洞频频的
安全制度却意味着事故发生的风险提
升。面对电梯“吃人”，我们唯一可以做
也必须做的，是如何减少此类事故中的
不专业操作，让安全制度动起来，为更多
人的安全兜底，而不是停留于纸上文字
荒废了执行。□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
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并出台了《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然而人社
部调查显示，目前带薪休假的落
实率仅有 50%。最近，北京市宣
布将对带薪年休假的落实情况实
施监察。在北京一家国有事业单
位工作的陈女士很兴奋：“太好
了！真希望政府这么一查，我们
就可以带薪休假了！”
（7月27日《人民日报》）

法律有规定，制度有要求，政府
有督促，民众有诉求，然而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的带薪年休假制度，

“落地”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仅
有50%的落实率！法律尴尬背后是民
生无奈，正如此前国家统计局一项调
查报告所披露的，42.4%的职工“不休
或未休完带薪休假”，原因是“担心休
假影响前途”。看来，制度所遇到的
最大阻力，就藏在职工最担心、最忧
虑的情况背后。

权利是一种制度赋予，是用来兑
付和实现的，不能仅当盆景看，更不
能当成纸上画饼自我欣赏和满足。
那些漠视带薪年休假之类的法律规
定甚至恨不得要求所有人都采取“5+
2”“白加黑”工作法的单位，实际上的
工作效果很可能事倍功半，不知道休

息的加班如何保证工作的质量？
法定的带薪年休假制度，遵循的

劳动规律，也彰显着法律的信用和权
威，应该得到贯彻落实。从执行层面
来说，相关部门除加大执法力度外，
对某些最容易不守法且影响他人权
利落实的“关键领域”“关键少数”，更
要采取相应约束措施——譬如不定

期抽查带薪休假执行情况，违法者给
予较高的处罚。再比如，将落实带薪
年休假情况纳入守法诚信纪录，以道
德舆论、社会评判、企业信用等综合
手段推动法律归位。多管齐下，所谓
不敢不能带薪休假方能打破落实率
仅50%的尴尬现实。
□张培元

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发布通
知，全国各高铁站即日起将不再
向乘坐动车组列车的旅客提供免
费矿泉水，旅客饮用水改由车站、
列车提供，上海火车站、虹桥火车
站均已贴出公告。为何免费水说
取消就取消了呢？铁路相关人士
表示，此前赠送矿泉水是铁路运输
企业的服务措施，相关费用不包含
在票价内。（7月27日《新闻晨报》）

这些年，围绕这瓶水的质疑声并
不少，甚至在2013年2月，广东律师庞
琨起诉当年的铁道部，理由为铁道部
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职责，拒绝公
开“西藏冰川5100矿泉水”在车站内
发放的依据。相关部门的回复是，“火
车票中不包含西藏冰川矿泉水5100”，
同时以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拒绝回
答发放免费矿泉水的理由。

然而，数据显示，从 2008 年首次
采购至今，中铁快运累计已投入15.92

亿元“买水”。仅 2013 年，中铁快运
“买水”就花了3.23亿元。该公司在6
年间，营收增长 6 倍，净利润增长 40
倍，其中2013年毛利率超过70%。最
高峰的一年，近 90%的瓶装水都卖给
了中铁快运。这就让人很费解了：不
久前，铁总披露其经审计的2014年度
财务报告，2014 年全年收入总计为
9948.53亿元，相比上一年的10433.94
亿元下滑了4.65%；截至年底负债达到
3.675 万亿元，再创新高，负债率为
65.52%。年年亏本，年年买水，还始终
坚持“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也不管乘
客喝没喝得上，像完成任务般停不下
来地采购，这是怎样一种“执著”？硬
要说这背后是一连串的“惊天大巧
合”，恐怕民众也只能“呵呵”了。

乘客的担心，当然不是眼红“西
藏冰川 5100 矿泉水”的生意兴隆，而
是下面几个问题：一则，连一瓶难言
清白的水，都如此强势地采购不停

步，如此“购物”的豪气，当真是“彪悍
的人生无须解释”？二则，这瓶幸运
水，生来就备受专营恩宠，这让天底
下那么多物美价廉的矿泉水足以羞
愤而亡，“瓶装水界”会怎么看？三
则，虽说车票的价格与矿泉水没有直
接关联，但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
上，不是乘客埋单就是财政掏钱，还
有第三条出路吗？

免费，就有不开口的权利，这是很
吊诡的逻辑。一滴水，也可以见微知
著，既能映射规则的干净清澈，亦可隐
喻交易的肮脏浑浊。天下没有免费的
馅饼，铁道部门一边在退票费等小钱上
精打细算，一边又在高价矿泉水上摆阔
显富，这背后究竟有没有利益输送之
嫌，就算铁路部门羞于启口，相关监管
部门却不宜失声。

动车免费水，就这么走了。那些
纷繁复杂的真相，也于是“挥一挥衣
袖”？□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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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带着孩子“组团”行乞
你怎么看？

最近，两名儿童一边唱歌
一边下跪在南京地铁里乞讨引
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地铁警方
很快查明：这两个来自甘肃岷
县的孩子，是被妈妈带出来乞
讨的，其中一个还和母亲保持
联系。据报道，目前南京地铁
里的职业乞丐，绝大部分来自
甘肃岷县，而且是妈妈带着孩
子“组团”行乞。南京地铁警方
公布的资料显示，这些职业乞
丐 80%的家庭并不贫困。
（7月27日《扬子晚报》）

应看到乱象背后根源

@黄齐超：妈妈丐帮最不应该
的就是拿孩子做乞讨道具。幼小
的孩子可能在跟随父母职业乞讨
的生涯中丧失勤劳本性，这是一笔
难以算清的账单。再者，这些乞讨
孩子错失学习良机，纵使将来想
重拾书本，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了吧？

@张绪才：真正意义的“职业
乞丐”需要打击，因为他们蒙骗了
人们的爱心。而对于贫困地区走
出来的“妈妈丐帮”，简单以“职业
乞丐”一刀切却又失之严谨，因为
这之中，或许有家庭好的，但也不
排除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相关部
门要透过乱象看到他们为何如此
的根源，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这类行为透支公众爱心

@吴江：带着孩子“组团”行
乞，如果真的如南京地铁警方公布
的资料显示：大多并不贫困，那么
无疑极大地透支着公众有限的爱
心。基于此，仅止于宽泛的道德谴
责或依法打击，无济于事。在制度
规范之外，更该重塑这一群体的尊
严感，一方面拓宽其正常求职空间，
为尊严感落地提供支撑；另一方面，
让他们明白职业乞讨的耻辱，学会
尊重自己。

电梯“吃人”需要专业的反思

带薪休假落实率仅50%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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