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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震区次生灾害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各支救援队伍
正抢抓鲁甸地震后的“黄金救援

７２

小时”，千
方百计抢救生命。科学抗震救灾，既要全力搜
救埋压在废墟中的人员、救治伤员，又要对山
体滑坡、崩塌、泥石流以及堰塞湖等次生灾害
严防死守。

昭通的地质条件复杂，山势陡峭。鲁甸地
震发生后， 大量危险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陆续
被查出。国土部门经过紧急排查后发现，受灾
严重的鲁甸、 巧家、 会泽震前均有大量隐患
点，震后初步调查新增地质灾害隐患

２０

多处，

还有可能继续增加。水利部门发现，地震已造
成

１９

座小型水库不同程度出现大坝裂缝等
状况。牛栏江被崩塌的山体截断形成了一处
堰塞湖，堰塞体堵住了汛期的河水，水位以
每小时约

１

米的速度上涨，下游群众的生命财
产受到严重威胁。一旦堰塞体崩塌，后果不堪
设想。

目前， 在灾区因塌方或路毁造成交通中
断的路段就有

３

条。其中，在通往震中龙头山
镇的道路山体垮塌， 救灾队伍进出和物资运
送严重拥堵，人员安全也受到威胁。相关部门
应抓紧排查各自区域内的次生灾害隐患点，

特别是那些隐蔽性强、风险大的地质灾害。尤

其是牛栏江堵塞形成的堰塞湖， 如同悬在灾
区人民头上的“定时炸弹”，应主动出击，及时
打通设备调运道路，疏通清理堰塞体，尽早拆
除这枚“定时炸弹”，全力确保下游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鲁甸震区形成的次生灾害隐患， 大量集
中分布在灾区的河流两岸和公路沿线， 增加
了救援的复杂性和救援难度。 救灾指挥部应
及时组织专家对重大隐患点进行风险评估，

派专人监控、监测，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救援
预案，及时安排群众避险撤离。

震区内， 救援人员头顶是随时可能滚下
的石块；震区外，群情期盼，为灾区群众牵肠
挂肚。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相关部门应加
强对灾情的现场评估和动态监测， 加强对天
气等因素的预报预警， 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发
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云南鲁甸
８

月
５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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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名义下的奢华浪费

———揭秘培训中心的背后

风景名胜区内， 数十家名目繁多的培训中
心、疗养院“扎堆”聚集。中央禁令出台后，有的
依然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有禁不止，顶风违
纪……

记者近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调查发
现， 这些藏身风景名胜区的培训中心大多奢华
消费尚存、运行不计成本、资源严重浪费，问题
不少。

套房保障领导“优先使用” “只要有钱吃
啥都有”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松花
湖风景名胜区，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游客
均需购票入内。景区内遍布众多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培训中心或疗养院。

在吉林省财政厅松花湖培训基地， 记者看
到有两栋正在建设的大楼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工人在进行外部整修。现场一位建筑工人说，这
是培训基地

２０１３

年投建的会议中心和客房大
楼。基地内，还有购物中心、歌舞厅、联排别墅、

基地码头等建筑。一位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士称，

吉林省财政厅和与其相邻的吉林石化公司松花
湖疗养院内均有豪华游轮。

在大连棒棰岛风景区（国家
４Ａ

级景区），记
者看到一家没有挂牌的教育培训基地内，共有两
栋
４

层欧式建筑，楼内从大堂到客房，装修都很豪
华。一位经理介绍，总统套房对外价格

６０００

元
／

天，

如果团队入住， 可优惠到
３８００

元
／

套。“你们包楼
后我们就不接待其他客人了，可以保证不会有外
人知道。”“但总统套房不能都包给你们用， 如果
来领导，要预留出房间。”记者提出看一下总统套
房，这位经理称“现在有领导在住，不能看！”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培训中心或疗养院都设
有套房或总统套房，在预订时工作人员都表示，

要首先保障本单位领导“优先使用”。黑龙江省
某单位镜泊湖职工休养院除设有一般套房外，

还有两套“更高级别”的套房，标价近万元，“这
两套套房是留给领导专用的，严格保密，外人严
禁入内”。

一些培训中心外表看起来平淡无奇， 内中
却“别有洞天”。在大连付家庄一家培训中心，客
房部经理告诉记者， 餐饮中心高中低档套房都
有， 最高规格的包房是由原来的总统套房改装
而成，位于主楼的二楼，“非常隐蔽，领导来一般
都愿意到这个包房吃饭”。这位经理介绍，包房
内座椅为名贵实木，“大连别的地方都没有，我
们从沈阳定做的”。

这位经理向记者展示了包房内经过独特设
计的餐桌，“转桌上掏一个洞，上面坐一个锅灶，

除海参鲍鱼外，还可以炖狼肉。白酒有散装的五
粮液，很低调。只要有钱吃啥都有。”

运行不计成本， 各种费用都可以算到培训
费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培训中心、疗养院等，

增加了用地、运行、管理费用，加上主管部门在

管理上的松散，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一些培训中心表示：运行成本可以“忽略不
计”，培训中心重点在于“服务领导”。

在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镜泊湖培训中心，

建有多套别墅和礼堂、餐饮中心等设施。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由于平时没人来培训，餐饮中心等
基本闲置不用。客房也因很少有人入住，大量闲
置。“建设的时候投了几千万，现在基本都闲着，

反正是国家拿钱，成本不成本无所谓。”

黑龙江省国税局牡丹江培训中心的客房经
理告诉记者， 培训中心内的管理人员都是牡丹
江国税局的在职职工，“这里一年基本上要闲置
９

个月，只有
３

个月时间能对外承接一些业务。”

为了招揽生意， 这个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
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们报价可以报得高一些，

你回去跟领导商议， 如果定下来到我们这里搞
活动，实际价格可以便宜些，给你们做酬劳。”一

位负责人说。这名负责人还表示，境泊湖景区大
门平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能进来的都是找主
管部门打过招呼的，你们要来，我可以帮你们协
调，把会议用车开进来”。

客房经理介绍说，“我们都是牡丹江市国税
局的工作人员，发票很容易开，各种餐饮、娱乐费
用都可以算到培训费里。”这位经理说，不但可以
开发票，还可以多开一些发票，算作“回扣”。

大连另一家培训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可以把餐饮、接待费用打进培训费里，“我们
每年接待将近

４００

批次培训，各种费用都可以糅
进讲课费、培训费里，但你们得给我们返税点。”

多家培训中心工作人员都表示可以多开发
票，但需要支付账面金额的

８％－１３％

不等的“税
点”返给他们。

清理整顿需强化制度安排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不仅一些部委和省市党政

机关在各地风景名胜区内建有大量培训中心，一些
国有企业在各地也建有大量培训中心和疗养院。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１９９７

年以来，中央曾
数次叫停党政机关培训中心的建设和装修工作，

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一些单位甚至“顶风作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
民认为， 近年来中央多次要求各地清理整顿培
训中心并未取得实效， 一是因为各地的培训中
心牵涉到各部门的实际利益。“这些培训中心，

说是内部的， 但又承接对外业务； 说是对外经
营，其法人却往往是政府部门。盈利了成为主管
部门的‘小金库’； 赔钱了还可以靠财政‘救
济’。” 二是这些培训中心大多处于风景秀丽的
景区内，且相对安静低调，不易被发现，成为领
导休养的“私家园林”；三是两办虽然多次发文，

但仅仅停留在“发文”和“要求”上，对于未清理
整顿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 并未明确提出应由
哪个部门来追究其何种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延琪
认为，清理整顿培训中心和疗养院，要切断这些培
训中心和其背后主管部门剪不断、 理还乱的利益
链。搞清楚这些单位的性质，究竟是对内还是对外？

和其上级部门是何关系？对其账务进行清查，搞清
资金来源和去向，对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彻查。

任建民认为，清理整顿各类培训中心、疗养
院，必须有完整、详尽、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安
排，明确清理整顿时间表和具体责任人，并由纪
委牵头，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核查，确保政令通
畅，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新华社沈阳
８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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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里的水， 原本是火灾
时的“救命水”，却成了许多人随
意盗取的“免费水”。仅以江西南
昌为例， 消防栓一年被盗水曾达
２０００

万吨至
３０００

万吨， 这一水量
可供严重缺水的甘肃通渭县所有
居民生活至少七年。

记者调查发现， 在全国多个
城市，“水耗子”无处不在，消防栓
已成为吞噬国家公共水资源的巨
大“黑洞”，而更严峻的现实是：这
笔数目惊人的“盗水账”却没人算
得清。

“不要钱的水” 谁都能占便宜
凌晨， 一条长长的水带穿过

工地围墙的大窟窿， 接在马路边
的市政消防栓上。 白花花的自来
水汩汩而出，一些漏洒在地面，绝
大部分则顺着水带流进了工地

２０

立方米的蓄水池。

两个多月的施工时间里，武
汉一家建筑工地每晚都趁着夜深
人静，悄悄从消防栓“引水”进蓄
水池，再用水泵抽出，用来搅拌水
泥、打桩。

武汉市水务稽查部门负责人
告诉记者，经测算，该工地在两个
月内通过消防栓盗用水量达两万
多吨，被追缴水费

１０

万元。

不仅在武汉，在南昌、海口、

珠海等许多城市， 消防栓早已成
为一个深不见底的水资源“黑
洞”。以海口市为例，该市威立雅
水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接到市民举报的盗
用消防水案例就有

５０

多起， 保守
估计， 造成数万吨水流失，“这还
不包括没发现的。 对于未发现的
消防栓盗水，损失无法估算。”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已查处
案例仅是消防栓盗水现象的冰山一角， 大量的消防栓被
违规开启，无人察觉举报。武汉水务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由于盗水，大量消防栓处于非正常使用状态而被损
坏。武汉市

１

万多个消防栓每年维修率在
５０％

左右。而来
自南昌市供水公司的数据则显示， 每年光维修消防栓就
达
２０００

多次，维修费高达
７０

多万元。

究竟是谁在占消防用水的便宜？ 不少市民在微博发
图举报，洒水车经常在消防栓私自接水“洗马路”；还有洗
车行、大排档从消防栓暗接管道长期偷水被查实；更有物
业公司拧开消防栓浇花，半月盗水数千吨；而不少城市的
消防栓由于安装在绿化带上， 甚至变成了园林工程“专
用”……

全国多地水务部门查处案例显示，偷水“大户”一般
包括四类：首先是道路施工、基建工地等；第二是物业公
司、临街排档、洗浴中心、洗车店等经营网点商户；第三是
园林绿化、环卫等市政单位；第四是流动性工程车辆及流
动人口。

到底偷了多少水，谁也算不清
记者了解到，消防用水属于城市公共供水，所以市政

消防栓不安装计量水表。正因如此，在许多单位、商户及
个人眼中，用水“不走表”的消防栓就是“不要钱的水”。

被盗的水量究竟有多大？ 记者走访多个城市水务部
门，奇怪的是，尽管多部门均反复强调消防栓盗水极为普
遍，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有精确统计，仅有的数据也只是
估算。

被盗的水量“算不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计量
水表。“为什么要装水表？反正不收钱，装了干吗呢？”一位
水务部门工作人员说。

珠海水务集团供水业务部主任王杭州认为， 消防栓
装水表并不现实。以珠海为例，市政道路消防栓有

５４００

多
个，由于消防栓出水口径大、走水多，对水表的要求较高，

因而安装成本高昂。 王杭州介绍， 消防水表成本每个约
２０００

元，安装费用就高达千万元以上。此外，水表每两年
检定一次，检定费加上拆装费，每个约

５００

元，检定一次需
数百万元。“很多消防栓好几年也用不了一次，水表空置，

如果全部装表，也是一种浪费。”

除了装水表， 有没有其他计量方式可以算清这一笔
惊人的“盗水账单”？记者调查中，所有水务部门及业内专
家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消防栓盗水， 就这样成了一笔
“糊涂账”。

“水耗子”犯罪为何“管不住”？

业内人士指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盗窃城市公
共供水金额较大构成犯罪，或者多次盗窃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２６４

条盗窃罪定罪处罚，追究其刑事
责任。

早在
２０１１

年，武汉就下发了《武汉市关于打击盗窃城
市公共供水违法犯罪行为的若干规定》，其中将“未经供
水企业同意，非火警擅自启用城市公共消火栓取水”定为
违法犯罪行为。

既属犯罪，为何管不住？海口市威立雅水务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消防栓盗水现象监管困难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分布范围太广，难以监控到位；其次是盗水随机性
强，抓住的概率低；最后，“市政单位，如绿化、环卫等盗水
情况较多，处理难度较大。”

“九龙治水”也是“管不住”的主要原因。记者了解到，

负责巡查和接受相关举报的主要是水务部门， 并没有执
法权力；而具备执法权力的公安部门，很少对消防栓盗水
行为主动巡查，在水务部门将线索转交时，当事人大多已
逃离。

“我们巡查中就算抓了现行，也只能劝阻和拍照‘留
底’，没有处罚权力。”一位水务部门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消防栓偷水具有临时、分散、流动、隐蔽的
特点，而水务、公安、消防的联合执法最多半月一次，所以
很难遏制。

目前，南昌、武汉等城市已开始推行消防栓分类，安
装红、绿、蓝等不同颜色的取水栓分别供消防、环卫、园林
等部门使用。除消防专用栓外，其余取水需计量收费。

王杭州等建议，要遏制消防栓盗水乱象，首先要充分
发挥社会监督职能， 通过有奖举报等方式发动群众提供
线索；其次要提高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最后，要引入
“技防”，通过技术手段严防盗用行为，例如安装消防栓监
控器，记录开启、关闭时间，并通过

ＧＰＲＳ

网络实时传送；

此外，还可安装消防栓加密锁，配备专用工具开启等。

（参与采写记者：吴锺昊、张钦）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废 墟 上 的 生 命 接 力

———地震现场搜救纪实

山摇地动、房屋倒塌、道路中断……

冒着余震挺进灾区、徒手刨挖营救被埋者、

仔细在废墟上搜寻……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灾
区汇起搜救爱的洪流。

“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驰援灾区
在云南境内自

２０００

年来最大地震来袭之
际，解放军、边防、消防、武警等部队官兵第一时
间驰援灾区。截至

５

日上午，近万名官兵开展了
生命搜救和转移伤员。

地震发生后，云南消防部队第一时间出动。

昭通市消防支队迅速出动
２７

车
１４８

人前往鲁甸
县、巧家县救援。总队迅即调集总队特勤、昆明、

曲靖等
８

个支队赶赴现场增援。

到达灾区后， 云南总队把参战力量划分为
鲁甸、巧家和会泽

３

个战区，鲁甸重点在龙头山、

乐红、火德红、金甸展开救援。道路损毁，通讯中
断， 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地震救援工作难度
大。用手刨、用棍撬……消防官兵们在废墟瓦砾
中开始了生命接力。

８

月
３

日晚
８

点
１０

分，鲁甸县消防大队第一支
搜救队

２

车
１５

人到达重灾区龙头山镇。 在龙泉
村，一小女孩被埋压在一民房废墟下，女孩不时
传出哭喊声。由于埋压太深，徒手无法救出。消
防官兵使用顶杠、气垫和破拆工具，经过

３

个小
时的努力，小女孩被救出。

５

日上午，消防总队又将昭通鲁甸战区参战
部队分成

３７

个组， 继续对龙头山镇重灾区各受
灾点进行全面搜救；将昭通巧家灾区分成

６

个组
开展救援；将曲靖会泽灾区分为

２

个组，分别负
责堰塞湖排危除险、人员疏散和战勤保障任务。

目前为止，云南消防部队共投入
１５３

车
１０１０

人、

１７

犬进入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截至
４

日晚，军队、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共
７１８５

人到达灾区参加抗震救灾。截至
５

日
１

时，救
灾部队共救出逾

２００

人，转移伤员近
５００

人，安置
受灾群众

１００００

多人。

“下一步的首要任务还是救人，继续把抢险
救人放在第一位。”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石香元
说，救灾部队要抓紧

７２

小时黄金救援期，争分夺
秒抢救生命。

当地群众积极自救
“突发地震了，才更加体会到当支书的重要

性。”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
云说。地震后，满目疮痍，全村群众惊慌失措。

“大家快点撤离到广场，照顾好老人娃娃，注意
安全，赶紧转移！”灾情就是命令，唐正云一路狂
奔，一路呼喊。

“党员干部站出来，年轻劳力干起来，我们
一起帮助群众安全转移！”一瞬间，五个党支部
的
１２７

名党员和青壮年劳动力， 迅速投入“战
斗”。 从地震到救援队进入的一个多小时里，唐
正云带领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徒手救出了

１５

个
被埋的群众，安全转移了

３０００

多群众。

地震发生后，巧家新店派出所闻警而动，在交
通中断，救援队还无法赶到现场的情况下，所长胡
国华率

４

名民警立即赶赴辖区核查灾情，当得知胃
姑村灾情较为严重时，便直赴胃姑村开展救援。

一路上落石不断，民警们徒步前行，途经平

地营村凉风台村民小组时， 发现两间倒塌的房
屋下传出哭喊声，民警立即展开营救。没有施救
的大型工具，民警们就用手刨，用肩扛。听到从
倒塌的屋里传来哭声， 民警觉得营救还有很大
的希望，就朝里面喊话。“老乡，不要怕，你们一
定要挺住，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救出去的……”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施救，从废墟中徒手刨出了

５

名
群众，并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在前往胃姑村的路上， 突然发现一辆面包
车被落石砸坏，车内

７

人被困。民警手头又没有
任何的拆装工具，

５

名民警和赶来的群众， 便用
自己的肩、手和头充当千斤顶，将严重变形的面
包车顶起，从夹缝中一个一个将被困人员救出，

当把人员全部救出时， 发现有两人已没有了生
命气息，民警和群众一道，用门板、竹竿作成担
架，将另

５

名伤员抬下山，送往医院治疗。

当把伤员送下山时，已是晚上
８

时多，天空

又下起了瓢泼大雨， 民警们冒着暴雨和余震继
续朝胃姑村挺进。

生命至上各方紧急行动
地震发生以来， 各方力量坚持把人员搜救

工作放在第一位。

４

日晚
８

时
３０

分左右，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
长远山一赶到鲁甸县， 就直奔救援队设在县第
二幼儿园里的大本营。“一定要想办法进入巧家
县深处，争取把大本营建在包谷垴，然后建立与
鲁甸县龙头山镇灾区最便捷的通道。”远山指着
地图说。“现在的重点是要突破盲区， 在震后黄
金时间展开救援。”

据介绍，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已经在鲁甸灾
区展开了救援，在离龙头山镇附近

１０

公里处，塌
方严重，救援非常艰难。

据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队领队孙硕鹏介绍，

红十字会救援队在鲁甸地震灾区救援工作主要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人员搜救，第二
阶段主要是救援物资的发放， 第三阶段是灾区
卫生设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红
十字会已有

５０

多人进入龙头山镇灾区， 与国家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在现场进行搜救。

“手动破拆，快！”“要出来了，小心脚下！”

“把孩子脸盖上！” 在龙头山镇中学背后的山坡
上，一处倒塌的民房废墟上，十几名来自中国救
援的救援人员正紧张地忙碌着。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从完全倒塌的
房子底部抬出了一个刚满

１０

岁的小女孩。

中国救援三支队指导员张务宽告诉记者，

震中区域倒塌的民房多修建在山坡上， 呈天梯
状分布，倒塌瞬间冲击力大，致命伤较多，伤者
难以撑到救援的到来。

他说，中国救援派出
１００

人的专业搜救人员
紧急进入灾区， 分成四支队伍全力开展搜救工
作。

４

日从北京赶往灾区时队员们各自带了一点
压缩饼干和一瓶水，到现在没有正式吃一顿饭，

实在困了，就在路边露宿。期间，是靠灾区群众
给点水喝撑过来的。

他说， 中国救援的救援人员用探测仪定位
了
１２

个被埋者，可惜都没有生命体征了，到目前
已经搜救出

４

具遗体。随着更多专业救援设备运
到重灾区，搜救效率会越来越高。

地震发生后， 云南省地震局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

Ｉ

级响应。

中国地震局派出由修济刚副局长带队的有
关单位部门专家共

１５

人连夜赶赴灾区。

４

日下午，在总队长霍树锋的带领下，国家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也投入到了鲁甸地震的搜
救工作中。 据救援队队员于新坤介绍， 救援队
１００

名队员共分成四个小组，分别进入鲁甸县龙
头山镇、 巧家县包谷垴乡和新店乡三个灾情最
为严重的乡镇进行搜救。

“我们带了
８

条搜救犬、

６

套搜救设备以及多
台发电机、排烟机、剪切破拆设备等，

４

日下午每
人负重几十斤徒步三四个小时进入灾区。”于新
坤说，从

４

日到
５

日上午我们已经搜出了
７

具遇难
者遗体。

（新华社云南鲁甸
８

月
５

日电）

8

月
5

日，在云南省巧家县包谷垴乡红石岩村，救援人员在不到
50

厘米宽的山路上抢运伤员。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图为吉林省财政厅松花湖培训基地正在建设的会议中心。 新华社记者孙仁斌摄

□

新华社记者吉哲鹏张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