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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的顽疾何药可医

7年前，哈尔滨高架桥侧滑事件
仿佛还在眼前，同一原因造成的悲剧
又在无锡重演，不禁让人唏嘘。
“痛定思痛，避免悲剧重演尚需
靠前防范。”张明庆表示，事故完全可
以预防，除了严厉打击超载行为外，
对桥梁的定期检测也必不可少，“百
年工程不是建好了就能保障一百年
的，对于承重能力不达标的桥梁，必
须及时加固，以保证全生命周期的
‘体征健康’。”
由于道路众多，监管人力有限，治

理超载仅强调路面执法，往往难以实现
全覆盖。一位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人
士表示，“现在，智能监管设施——— 譬如
不停车检测系统，在高速路上已经形成
了闭环。未来在国道、省道上也应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跨地区的交通
信息联网，利用重要节点的监控设
施，探索非现场执法，实施智能监管，
加强对超载的监管和治理。”
高架桥侧翻事故发生后，无锡市

全面展开新一轮的超限超载专项整
治，要求各地交通路政和公安部门以
收费站、超限监测点为依托，结合信
息技术和大数据排查，进一步加密检
查网络，提高联合执法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尤其要加强对“百吨王”车辆的
查处力度，摸清“百吨王”车辆源头装
载单位和运输企业，确保100%查处
到位。

记者注意到，去年，无锡市就曾
开展整治公路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
项行动，优化完善多部门联合治超机
制，并圆满完成超限超载率控制目
标。此后，无锡市交通运输局提出，
2019年突出抓好干线公路治超工作，
确保超限超载率降至2 .5%。
据了解，目前，无锡所有高速公

路收费站入口都安装了称重设施，无
锡境内的货车上高速前，称重合格才
能通过卡口。然而，现实中很多超载
超限货车平时根本就不走高速路，尤
其是从市内经过的短途运输，一般都
走省道和国道。
锡港路上跨桥侧翻后，整个无锡

货运圈都风声鹤唳。风口浪尖上，以前
经常超载的货车，也不敢再超载了。“谁
会顶风作案啊？”一位货车司机说。
在事发地附近的锡港路上，半岛

记者见到多辆大挂车只拉了一个钢
卷，硕大的载货车身显得空荡荡的。
货车每趟拉的货物少，运费也跟

着涨了。在事发地附近，紧挨着312国
道的东方钢材城，聚集着多家与钢材
有关的商户，大多是来料加工，提供
钢卷、钢板的剪板折弯、开槽、冲孔、
切割等服务。东方钢材城的一位商户
说，高架桥侧翻事故发后，312国道锡
港路附近堵车严重，运费也涨了，有
的物流公司涨价不止一倍，“以前每
吨20块，现在40块都不止”。

10月12日傍晚，无锡312国道锡港
路上跨桥侧翻事故发生已有48小时，
走在锡港路街头，能闻到扑鼻的桂花
香，大货车依然在轰隆隆地奔驰着。下
班的人们骑着电动车经过高架桥侧翻
路段时，不免要抬头仰望一下路两侧
的“断桥”，议论一番。
在不远处的锡沙线特大桥上，大

货车一辆接一辆驶过。路过桥下的人
们，一边抬头看看大桥，一边加速通
过。显然，两天前的高架桥侧翻事故，
已经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阴影。
事发后，很多人不解，超载大货车

是如何驶上高架桥的？事实上，超载大货
车走国道，一方面是为了省高速通行费，
另一方面国道上的超限监测点少，可以
躲避交警查车，免得被罚款、扣分。这样
的侥幸心理，恰恰暴露出监管的缺位。
大货车超载闯祸，甚至压翻高架

桥，早就是老问题了：从北京怀柔的大
桥到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再到上海的
中环线……“不超载不赚钱”甚至成为
行业的潜规则。
在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中，两辆大

货车共装载了300多吨钢卷。而根据《超
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货物运
输车辆最大车货总质量为49吨。动辄拉
上百吨的大货车最终成了“马路大杀
器”。

货车超载看似提升了司机收入、
压低了物流成本，让相关产业得到了
“法外之利”。实则无数重型货车日夜
往来于312国道无锡段之上，早已是危
机四伏。
“治超”难题的症结在于“以罚代
管”，但在技术普及、社会治理体系趋
向完善的今天，未必就是个无解的死
结。比如，宁波通过电子监控系统，在
高速公路和国道干线公路实现了非现
场执法，对超载车辆实行 24小时不间
断打击，更有异地处罚、失信名单制度
加持，惩罚求实效。一些发达国家做得
更彻底，货车里装配有传感器，超重车
辆无法打火。因为薪酬制度设计，司机也
找不到啥超载的动机。说白了，“治超”关
乎一整套治理体系，需要根据情势变化，
系统性地调试与查漏补缺，职能部门必
须有作为，社会成员也必须形成共识。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

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
未遂先兆以及 1000起事故隐患。不要
对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更不要成为安
全隐患的“受益者”“辩护者”，也不要
幻想意外降不到自己头上。
没有人是这种事故的局外人、旁

观者，你不知道头上哪段厢梁会因为
谁的安全责任失守而落下，所以别问
“警钟为谁而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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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面前没有人是旁观者

追
访

整治之下，
无锡当地有的
大货车只拉了
一个钢卷。

锡沙线特
大桥部分路段
桥面仅由一根
柱墩支撑。

按照国际相关领域换算方法，超限
100%的货车1次行驶对公路路面的破坏，
相当于标准轴载作用16次产生的破坏，严
重影响公路使用寿命。据交通运输部门测
算，车辆每超限超载30%，公路养护费用
就要增加200%。

侧翻桥体设计有缺陷

单柱墩支撑受力不均衡

在事故原因指向货车超载的同时，侧
翻高架桥的设计、质量也自然难逃公众质
疑。
事故发生后，一篇写于2017年、题为

《无锡的快速内环高架还能用多久？》的
微信公号旧文被大量转发。“这次事件最
让人无法释怀的是，它似乎更像是一场
早已被警示和预言的事故。”一位网友如
此评论。
半岛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此次侧

翻的高架桥为单柱墩桥梁，两车道的桥
面仅由一个柱墩支撑。“这样的支撑结构
稳定性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严重超载
的货车走侧边，就容易失去平衡，发生倾
覆。”一位业内专家说。
不过，无锡侧翻高架桥的设计单位江

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设股份）
10月12日回应称，312国道锡港路上跨桥
倾覆之后，他们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一
方面关注现场遇难人员援救情况，一方面
迅速进行桥梁复算，“经过多人多软件连夜
认真复算，确认设计符合各项规范要求。”
据无锡市委宣传部透露，无锡市事故

调查组聘请的专家组调取了事故桥梁及相
邻两联桥梁的9大类相关资料，并进行技

术层面分析，待综合各方相关资料后，专家
组将对事故原因作出进一步分析判断，最
终形成技术分析报告。
事发后立即赶赴现场参与应急处置的

中南无锡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桥梁专家张明
庆表示，“单柱墩梁式桥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就在高速公路上进行了应用，如果按
照桥梁设计承重标准行车，通常是不可
能发生事故的。不过，从目前业界设计来
说，采用双柱墩梁设计的高架桥越来越
多。”
近年来，在道路交通饱和、超载严重

的状况下，国内多座单柱墩桥梁曾发生
倾覆垮塌。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桥梁总工程师韩大章认为，“对于荷载偏
心引起的横向倾覆问题，桥梁业界还需要
进一步高度关注，应特别重视横向抗倾覆
体系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可能的超
载因素，因地制宜选取结构方案。”
根据单柱墩桥梁的具体特点，有关专

家研究认为，严重超载的车辆对桥梁的损
坏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逆的，应严格限制超
载车辆上桥，更不能让重车在桥上集中排
队靠边行驶。
半岛记者走访发现，在锡港路侧翻高

架桥附近1公里左右的路段上方，密集分
布着3座高架桥，此次发生侧翻的312国
道跨线桥位于中间，北面是京沪高速跨
线桥，南面则是 312国道的另一座跨线
桥，桥面外侧印有“锡沙线特大桥由东盟
公司承建”的字样。
其中，京沪高速跨线桥单向三车道的

桥面由3根柱墩并排支撑，看上去十分稳
固。而锡沙线特大桥部分路段桥面仅由
一个柱墩支撑，桥上桥下不时有大货车
呼啸而过。张明庆建议，“断桥”修补时，
新墩柱采用双柱墩梁支撑。

严查之下货车只拉一个钢卷
运费从每吨20元涨至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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