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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者一起思考与智者一起思考

速读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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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播

燕赵都市报
中国企业500强不过是

自娱自乐
话题：本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最新排

名日前公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营
业收入超过 1.2 万亿元的业绩，再次稳居
综合榜榜首。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分列第二和第三。

观点：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
杜评价中国企业 500强时，有一句话震撼
人心：“与世界500强相比，我们投入多，收
益少；我们卖产品，他们卖品牌；我们卖力
气，他们卖知识；我们卖市场，他们卖技
术；我们卖资源，他们卖文化；我们人赚
钱，他们钱赚钱。”

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中国企业 500 强
的增长点多集中于制造业以及资源性产
业，而世界企业 500强的增长点则集中于
服务业。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 500
强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1.32%，远低于世界 500 强平均 3%~5%的
水平。

如果不改变上述的双重落差，中国企
业500强再煊赫，再引人注目，也终究是自
娱自乐，自我抚摸。

扬子晚报
邱晓华复出缺个解释
话题：8月28日，一篇题为《掌控当前

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的文章出现在经济
观察报网站上，文章末尾署名为“原国家
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这
是邱晓华2007年1月份被“双开”消失后，
首次以大型国企的高级研究员身份亮相
媒体。

观点：一名因违法乱纪而丢官且陷身
囹圄的污点人物，时间不久便陡然跃身令
人艳羡的巨型国企高级研究员职位，用人
单位对此非常有必要给出几个透明的解
释——首先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以邱
晓华的才能担任此岗位是合适的；其次
还要解释：这样的启用有没有影响到党
纪国法对其的追责；最后再解释一下启
用他的时候都走了哪些程序。甚至，作
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企业，中海油在启用
邱晓华时还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使用他
是没有风险的。

昨日开始，《礼仪之门》《和谐之林》等32件郑州市城市雕塑建设方案在商都艺术
馆向市民展出，本报昨日刊登了此次评审的全部雕塑的设计方案，数百市民专程前来
看看郑州将建的雕塑到底什么样。

一个优秀的城市雕塑能够形象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历史和风貌，成为都市中一
抹瑰丽的亮点。郑州需要什么样的城市雕塑？城市雕塑又怎样承载郑州的独特韵
味？我们还是听一听专家们的见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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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离不开雕塑的衬托
□姜波 郑州轻院美术系副教授

雕塑在城市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在城市建设中，雕塑不仅是对城市的点缀，更
重要的它能反映出城市的艺术气息和文化气息。

在郑州，目前让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雕塑
就是在黄河游览区的炎黄二帝雕塑。

城市雕塑应该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城市
的精神、城市的风土人情以及城市的文化底
蕴。郑州也缺少一批这样的雕塑，我们需要用
更具有城市代表性的雕塑来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塑造城市形象。

在国内其他城市，城市雕塑发展都起步较
晚，很多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雕

塑建设，也因此形成城市建设与雕塑的相脱
节。现在，用雕塑来装饰、美化城市，就要用具
有城市特点的雕塑来衬托。

雕塑的“美”要与市民产生共鸣
□魏小杰 郑州大学美术系副主任

城市雕塑就是要让市民感到雕塑所蕴含的
“美”，要与市民产生共鸣。

此次评审的雕塑设计方案整体水平很高，
《玄鸟》《老子》等雕塑作品让人体会到了中国古
代文化的韵味。

城市雕塑在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的城市中，
起到缓解因建筑物集中而带来的拥挤、迫塞和
呆板、单一的现象，有时也可在空旷的场地上起
到增加平衡的作用。它主要是用于城市的装饰

和美化。由于它的出现而使城市的景观增加，
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

城市中，需要这种美来点缀，更要市民去欣
赏到这种美，让雕塑作品的寓意意传给公众，从
而去感受雕塑所带来的美感。

城市雕塑需要市民参与和认可
□宋建文 郑州市环境雕塑建设研究所书记

雕塑要摆设在我们身边，并成为我们城市
中一个个小亮点。

城市雕塑建成后要成为城市名片，代表城
市的物质、精神、文化，所以城市雕塑的建设需
要市民的参与和认可，才能真正让市民去接受。

晚报记者 李萌 整理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6版

新学期伊始，南京全市中学生(含职高学生)全面实行骑自行车许可制度。对于因路途
较远确需骑车上学的，学生家长需先向校方提出书面申请。交管部门对申请骑车学生的交
通安全基本知识和骑车技能进行考核评估合格后，该生方可持卡骑车。骑车学生在一个学
期内超过3次违章，将被取消评选“三好学生”的资格。热点话题

南京中学生骑车需考“驾照”

以笔者的看法，南京市教育部门和交管部
门推出中学生考自行车“驾照”的举措，安全意
识教育是处在第一位的，骑车技术教育反而是
处于第二位的。

人人都会骑自行车，很多人也都自恃骑车
技术高，但为什么街头巷尾还会屡屡发生自行
车交通违章事故，不是骑车人撞了别人，就是别
人撞了骑车人，主要原因不是这些人的骑车技
术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安全意识太过淡薄。
大部分中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又正值
青春年少，喜欢在同学同伴面前炫耀车技，展示

潇洒，反而更容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一不小心
就伤了自己或是伤了别人。

而在当地交管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推出的
自行车考“驾照”活动中，广大中学生不但能够
借此提高自己的车技，更主要的是增强了安全
意识，有利于他们树立遵守交规，珍惜生命的安
全责任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很
好的生命安全教育。

以笔者的看法，需要考取自行车“驾照”，需
要进行交通安全意识教育的，岂止是这些刚入
学的中学生。 苑广阔

考“驾照”的真正用意在于培养安全意识

南京市区车多人多，交通情况复杂，如果没
有一定的技能，没有起码的交通安全知识，实在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笔者对中学生考“驾
照”骑自行车出行的措施，是持赞成态度的。

但我们不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本来只
是一项保障中学生出行安全的措施，偏生又要
给自行车“驾照”强加上了诸多不合理也不合法
的且与教育部门本无关系的“处罚功能”。这就
让这项善政变得令人反感了——凭啥给自行车

“驾照”加载这么多的“处罚功能”？这么多的处
罚措施有法律依据吗？

比如，有3起交通违法记录的，取消当年评

选“三好”资格。再比如，班级有20%以上学生
发生交通违法行为或有20%以上学生不携卡骑
车的，取消班级评优资格。这更是典型的与法
律不相容的“株连”式处罚。

应该说，自行车许可制度，是一种管理更是
一项人文色彩浓厚的服务。就中学生而言，也
并无骑自行车恶意违规的本意。因此，在这方
面，交警部门和教育部门乃至学校理当共同携
手，将着眼点放在如何采取更多的服务学生出
行安全措施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处罚上。

一句话，善政切不可让大众感到“恶意”。
东方言

善政切不可让大众感到“恶意”

由于现实的需要，许多学生选择了骑自行
车上下学。他们的安全成为学校和社会的难题。
解决之道，通过骑车许可制度提高他们的骑车技
术是一条途径。但在我看来，这毕竟是有限的。

众所周知，骑自行车出事故，不仅仅是由于
骑车技术的原因，还有自行车道被占的原因，而
这个原因恰恰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城市里，有
多少自行车专用道？我国号称自行车王国，但“自
行车之路”却是越骑越窄。相比之下，国外一些
城市，自行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公交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在城市里骑自行车，
已经成为一种冒险，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得
不放弃骑车，加入到私家车一族。私家车数量
一多，自行车只得让步。

在如今自行车道被挤占的背景下，即便是
拥有高超的骑车技术，可能也会出事故，机动车
驶向中学生，中学生如何能挡？

比持卡骑车更重要的是留足自行车道。
石愚

比持卡骑车更重要的是留足自行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