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0 1 2

2008年9月11日 星期四 主编 安学军 编辑 曹杰 校对 广莉 版式 刘 怡辰

中原时评A02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上海商报
千万不要把“万科内部讲

话”当作笑料
话题：“要敢于降价，勇于降价，将手头的

存货和正在开发推出的新货以最快的速度卖
掉……”——一份《万科集团主要负责人在东
莞“松山湖会议”上的讲话》成为 BBS 的热
帖。万科执行副总裁、新闻发言人肖莉表示
它纯属伪造。

观点：为了抑制房价畸形虚高，中央政府
对房地产市场连续出台一系列“组合拳”进行
宏观调控。正是担心中央政府对楼市的宏观
调控会被地方政府瓦解，有关政策功亏一篑，
充满智慧的网友们才假借万科高管的名义，
炮制出这么一个“内部讲话”来，意在利用万科
在房地产行业的号召力、影响力和“领袖地
位”，带动更多房地产企业迅速跟进，将降价进
行到底，也是从另一个层面制造“舆论先机”，
给地方政府提个醒，不要老惦记着“土地财政”
那档事，也尊重尊重民意，不要匆忙救市。

广州日报
“反家庭暴力保护令”尚

需制度保证
话题：8月6日，中国第一份“反家庭暴力

保护令”送到了被保护人王贵芬手中，根据法
院的这份民事裁定，未来3个月内，丈夫不能
继续对她实施暴力。

观点：以往只能在英美影视剧中见到的
“保护令”于内地显现，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其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要借鉴的究竟是“保护
令”的名头，还是其介入家庭暴力的内容。

一个欠缺制度保障的“反家庭暴力保护
令”虽然拿下了“第一”的名头，但很大程度上
只有宣示意义。“保护令”制度的完善，还得从
保护“保护令”出发，以免陷入“执行难”困局
而沦为法治的笑柄。

城市热闹。城市方便。
城市好。于是，大家都想往
里挤。

可住在城市里，方便之
中也能让人感受到“不方
便”，最典型的要数出行。当

然，有不少人会说，有个私家车，这不是个问
题。然而，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别说乘公
交车出行不方便，如果到中心城区办事，就是
乘出租车或者开私家车也快不了多少。于是
大家都感觉到了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

当然，这并非只是咱这个城市的难题，全

国的大中城市也都在为此“挠头”。于是，咱就
想起了学学国外。于是，就有了“无车日”。这
一天，大家能享受享受难得的清静。

今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在去年“绿色
出行，人人行动”的基础上推出的是“压缩车辆
空间”和“人性化街道”。这就传递出一个明确
的信息，即扩大汽车的道路空间并不能解决现
在交通所面临的难题。相反，减少汽车的道路
空间，反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和有效的解决方
案，在不减少个体出行的情况下，为所有市民
提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样做的目的，更重要的还在提醒，提醒

少数人要替大多数人着想——而这一点更有现
实意义，有车一族毕竟还是少数，少数人占的马
路资源比多数人要多得多，多数人自然有意见。

“无车日”是需要的，“压缩车辆空间”也是
必然的，“人性化街道”更应该提倡，只是单有
这些宣传和提醒还很不够，即使真正做到了优
先发展公交，也还有个人的素质问题。别的不
说，不论是有车族还是行人，倘若都能做到自
觉遵守交通秩序，不乱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
车族也能多乘几次公交，我们的城市交通肯定
要比现在畅通得多。

不信，你试试。 新闻见本报今日A11版

为挖掘大梧
桐山文化内涵，以
文化带动旅游资源
开发，深圳市大梧
桐旅游有限公司宣
布，在梧桐山南麓
的恩上平台恢复和
建立老子文化园，
该项目是集旅游、
观光、文化、武术、
养生、休闲、会议于
一体的综合开发项
目，总投资9亿元。

新闻见本报
今日A26版

深圳投资9亿兴建“老子文化园”

城市交通需要马路上的公平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明天是教师节，今天我请大家做客中南
海。”9日上午，温总理邀请8位来自基层的中小
学教师参观中南海，并进行座谈。（本报9月10
日A05版）

温总理专门邀请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到中南
海来做客，并陪同他们参观开国总理周恩来曾
经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让人感动之余，笔者似清
晰地看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借斯诺半个多世
纪前的“断言”，这就是一种“兴国之光”！

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老先生
一语破的，道出了尊师与兴国的哲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昭示：哪个国家、哪个时
代贵师重傅，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就会欣欣向荣、
璀璨辉煌。正如温总理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
基石。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有一流的人才，才能
建设一流的国家。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教育搞
上去。”

中华民族有着“贵师而重傅”的优良传统。“在
老师面前，做学生的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出什么
业绩，对老师的感激和爱戴之情永远不会改变。”温
总理多次悄悄到南开母校探望老师，其“贵师情结”
早已为人颂扬。

贵师而重傅，还需“师贵自重”，即为人师
表。“教书者须先强己，育人者须先律己。”陪同
教师们参观令世人永远尊崇、楷称美德典范的
周总理曾经居住和办公的地方，笔者大胆猜想，
这或是温总理特意安排，彰见其精深“匠心”。
师德者，乃教师之魂。“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
对学生有重要影响。”“对老师来讲，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温总理的教诲
寓意深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这正是温总理专邀中小学教师做客中南海
的题中之义！ 付彪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老子为什么跑到深圳了？
老子的故里究竟在哪里，有很多个版

本，争论最激烈的可以说是安徽涡阳与
河南鹿邑，这争论难解难分也在情理之
中，因为两地直线距离不过 80 公里。可
是深圳什么时候与老子挂上了钩，这就
令人费解，任何史料上都没有记载过老
子“到此一游”。

老子从没有在深圳显身，为什么还能冠
上“老子文化园”？商家又为什么偏偏选中
梧桐山呢？

以本人妄测，如今的城市车流滚滚，人
口密集，要想像山里人那样呼吸新鲜空气那
真是一种奢侈，而梧桐山山里溪涧幽邃、植
物茂盛，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珍稀动植物的庇
护地和资源库之一，是著名的风景区。能在
这儿开辟一座公园，那真是潜力无限，不愁
赚不到大钱。 罗瑞明

假设梧桐山与老子真有关系，可有关系
就一定得修建什么劳什子的“老子文化园”
吗？尽管“9个亿纯粹由大梧桐旅游有限公司
出资”，但明眼人却能看得出来，该公司不过
是在玩“借老子文化圈地皮”的把戏罢了——
这笔9个亿的巨款其实是个“烟幕弹”，因为就
算大梧桐旅游有限公司出了9个亿，但却在梧
桐山这块城市绿地上圈占了1500亩宝贵的地
皮，只要在其上建几十栋别墅，开几家星级酒

店，再加上门票之类的经营收入（其实靠门票
收入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成本，建别墅卖钱、开
酒店赚钱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所在），赚回9个
亿是轻而易举的事。

开发梧桐山其实是一种侵占社会公共资
源以谋取个人或其利益集团的私利的行为
——正如家住松坪山的一位胡先生所说：“建
老子文化园，不是令深圳多了一个景点，而是
令市民少了一片绿地。” 宕子

众所周知，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为武当山、
齐云山、龙虎山、青城山。至于梧桐山为道教
名山的说法倒是闻所未闻。通过寻找与道家
文化蛛丝马迹的联系而得出的论证，只能说
明此山欲升格为文化名山尚未具备相应的人
文基础和历史厚度。

事实证明，越是经济和意识相对落后的
地区，“文化城”情结就越浓厚。深圳作为十
足的现代化城市，似乎不该扎这个堆。

但事实也证明，城市越年轻也越容易患
文化焦虑症。深圳曾和香港一样，被人讥为

“文化沙漠”，这也许成了深圳的一块心病。

其实，这座看似年轻的城市并不乏古老历史，
屋背岭商时墓群遗址、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
址、大鹏古城，以及中英街遗址等标志性文
化，无不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过往。遗
址文化已经证明了深圳的历史，而打造文化
的现代性和先进性才是深圳的文化出路。

耗费巨资兴建“老子文化园”，无疑是对
“老子”表错了情。更何况，这样做会得罪真
正的“老子”——广大的纳税人。一座城市
若是患上了文化焦虑，纳税人则会陷于权
益焦虑，不知“老子文化园”的筹建者们以
为然否？ 司欣

一味反对不如小心求证
安徽和县包装“陋室”的新闻还没有消

停，深圳又要建设老子文化园。
虽说在一座年轻的城市建设老子文化

园是否合适的问题值得讨论，我们也未必同
意大梧桐旅游公司的回应意见，但是我认
为，对此与其一味反对还不如小心求证。

事实上，不仅是安徽和县，不仅是深圳，
好多地方都在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千
方百计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事。好多地方
都在削尖脑袋“创造”文化资源，仅凭一些神
话传说就大兴土木。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
移民城市，更需要一些旅游品牌。虽然深圳
有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欢乐谷、梅沙这样的
著名旅游景点，但是相比其他城市，其文化
底蕴明显不足。

有关方面借兴建老子文化园填补道家
文化景点缺失的空白，应该可以理解。我认
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建老子文化园，
而是建设这个文化园需要哪些必备程序，如
何才能把文化园建好，真正造福于民。

汉应民

一座年轻城市的文化焦虑

“老子文化园”背后的私利冲动

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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