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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邻里间自发形成的合乘出行，得到北京市交管局
的肯定。北京市交管局还倡议北京私家车主与亲朋同行，
并在遵守单双号出行的基础上，每周少开一天车。对那些
喜欢拼车的车主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既符合节约
环保的理念，也切合市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就在同一天，
由于进京车辆检查环节协调问题，一些进京路口出现拥
堵。(7月16日《新京报》报道)

奥运近在眼前，正在测试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如果管
理者务实而符合人性的需要，就会得到市民的支持拥护，而
工作缺乏充分调研，可能就会出现困难与问题。一些进京
车辆因检查出现拥堵，是因为检查部门没有充分估计车流
量，造成被动。而在提倡市民拼车出行这一方式上，有关部
门的倡导却体现了主动性与务实性。

奥运的交通管制在过去几届奥运会时已成惯例。2004
年的希腊奥运会，希腊政府在连接奥运村、各比赛场馆、主
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的主干道上，开辟了160多公里
长的专用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更为严厉的是，雅典将
闹市区的停车收费提高到每小时8欧元，办一个奥运会场
馆的停车证则需要2500欧元，违章停车通常被罚65欧元，
而且20天之内不许开车。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
西班牙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前
一个月和举办之时，韩国首都分别实行“十日制”和“五日
制”的机动车出行办法。

奥运期间的交通管制体现了举办城市对奥运的尊重，而
举办城市市民则在为奥运的成功举办而作出牺牲。作为城
市管理者，市民的感受要成为重要的决策考虑。现在我们在
城市形象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譬如许多街道统一了广告标牌
的模板，一些临街楼房粉饰一新，路面与人行道也重新铺设
砖块，可谓无微不至，但如果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
度”，如有的城市管理者不让理发店里洗晒的毛巾晾到户外，
有的不允许店主将自行车放在门外，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某些
管理人员的一种焦虑，迎接奥运还缺乏一颗平常心。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自己去参观其他国家举
办的奥运会，我们会在乎他们的衣服晾晒在户外吗？我们
会对他们门口的自行车有意见吗？生活就是锅碗面盆杂什
大交响，这也是生活的魅力，如果对秩序过于苛责，生活在
城市的人们还有参观者都会觉得不真实，而这会直接影响
到市民的心情，这种失去平常心的情绪，又会影响到他们奥
运期间的待人接物。所以城市管理者们的人性化管理显得
非常重要。

古人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城市、办奥运大
事，也应该像烹制小鱼那样，各种措施要尽量合乎民意、
顺其自然，所有的人都用平常心对待奥运，我们人文奥运
的目的就达到了。 吴祚来

房价让谁给忽悠“瘸”了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度指

数报告对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落情况给出了说法，
6月份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而环比
价格与上月持平。（《中国青年报》7月17日）

大概因为学者打赌的缘故吧，大家的注意力过多地集
中在深圳那边了，于是很多人错误地把深圳房价的下跌当
成全国的趋势。公众或网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
业分析能力，得出错误判断也是难免。但是前几日出席

“无锡2008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的冯仑、潘石屹及某些经
济学家们大声疾呼地产市场到了救市的关口，不能不让人
怀疑所谓“猪坚强”之说实际上是“心里揣着明白”。这一
次我觉得任志强说了一点实话：“今年1到5月份，全国的
房地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去年是高速增长，今年只是
略有下降，但销售量依旧坚挺；个别楼盘和个别城市并不
能代表整体市场。”令人“感动”的是，某些经济学家比任志
强还要悲观、还要着急：“我们已经从信贷真空造成的观望
演变成了因为信心真空所造成的观望，这样的观望可怕得
多”，“再这样下去房市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股市，进入另
一种非理性”……还有业内权威人士讲出更加悲观的预
测：如果开发商资金紧张，土地交易将难以进行，土地收入
下滑，将会影响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地产商、经济学家、业内权威人士们的轮番“要
挟”或“逼宫”，据说见到一些效果，媒体上甚至传出了

“楼市政策或见松动”的消息。
然而，究竟是否已经到了救市的关口，“猪坚强”

到底瘦了多少斤，终究不能轻信利益集团或帮腔者们
的一唱一和，而是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社科院研究
员易宪容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拿出的数据显示，1－5
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9519亿元，同比增长
31.9％，高于同期4个多百点。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
增长不仅没有随着从紧货币政策下降，反之仍然处于
高位运行；1－5 月份，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也增长了
24.9％。而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更加验证
了房价总体趋势继续高走的事实。

原来，我们又被人给忽悠了；借用地产商的自喻，
原来这头“猪”不但没瘦，而且又长肥了8.2％；所谓“瘦
了200斤”，原来是他们只露一条“小腿”给我们看，这
条“小腿”确实刚刚瘦了一点点，但并未影响到“全身”
的肥壮。这种情形或许真的应了冯仑那句话——“这
个腿是有点拐”。冯仑还说，目前楼市出现的“拐”是
真的肌肉萎缩了还是被类似“赵本山”的经济学家忽
悠“拐”的有待判别。要我看，地产商的“腿拐”绝不能
赖“赵本山”，而是他们自己忽悠“拐”的。再说得明白
点，是他们自己装“拐”忽悠大家。 马涤明

个性与公共性的博弈不需道德裁判
两名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为庆

祝毕业，于7月7日在校内操场裸奔，
并将照片传至网上，引起网友关注。
对此，其中一名裸奔的男生表示，裸奔
是为了增加清华的“人文气息”，同时
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
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
流大学。（《京华时报》7月17日）

以裸奔的形式来庆祝毕业？真
是够吸引人眼球的。行为的另类，
注定要引起舆论的争议。在转载这
则新闻的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上，
笔者发现，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少数人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人的
自由之一种，彰显了人的个性，清华
大学应该对此加以包容；但更多的人
则表示，个性需要适度，过度张扬个
性就沦为了无耻，涉嫌炒作。在我看
来，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有些偏颇。
裸体确乎是人的自由，但这要分场

合，私人空间内的裸奔可以随意为
之，但公共场所的裸奔就涉及公共秩
序，要受法律“规范”，这压根就不是
一个包容不包容的问题；至于说毕业
裸奔纯属无耻，也言过其实、过于上
纲上线了。

切入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类
似的“裸奔事件”背后，都会有如此
针尖对麦芒的“争议”出现——围绕
着道德还是不道德的基点进行辩
论，实际上一起陷入了唯道德主义
评判的窠臼而不自知。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一个社会
的价值观体系定然是开放而多元的，
由此，各种另类的、对立于主流社会
价值的价值观就有了张扬的机会
——譬如时下沸沸扬扬的“范美忠先
跑论”，再譬如这种庆毕业裸奔的价
值选择。如何看待如此“非主流”的、
有悖于传统道德感的另类价值观

呢？可以不认同或者支持，但却不能
粗暴地进行“封锁”，也不能动不动就
抡起道德大棒加以“围攻”。

我以为，个性与道德——究竟
是个性需尊重道德，还是道德要宽
容个性，很难有一个“盖棺定论”。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在个性与公
共性之间进行“考量”，就不难得出
结果。就事论事，毕业裸奔在学校
的公共场所为之，已经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在
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既
然如此，我们何必又要进行喋喋不
休的道德争论呢？不违法的裸奔再
另类也有存在的权利，但侵犯法律
制度、破坏公共秩序的个性就永无
提倡的可能——我们要学会不再用
道德去对“个性与公共性的博弈”进
行裁判。 陈一舟

西湖要变样了。变更西湖模样
有个主导原则，就是以《清乾隆西湖
行宫图卷》为参照，曲院风荷、花港
观鱼、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南屏晚
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等景点都将
进行不同程度的修缮和改动。（7 月
16日《东方早报》）

景观的形成有历史、经济、社会、
人文思想等诸种因素，可以说，哪朝
哪代的西湖景观都互有差异，也与今
日的不同。这次西湖修整的原则，意
在复古，以清朝行宫图为蓝本，给人
的感觉，是要梦回清朝。为什么要梦
回清朝，而不是回到明朝、元朝、宋
朝，或其他朝代，从新闻报道上看，主
导整治工作的人并未有任何说明。
是梦回明朝、元朝、宋朝的难度太大，

没有什么依据？还是就觉得清朝的
西湖是景致之最？这些都是问号。

难以梦回明朝、元朝、宋朝，西湖
梦回清朝，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西湖
景观，既是自然景观，也是人文景观。
它在当下所具有的完整性里，留有各
个时期的印迹。拿清朝的时空感置换
几百年后今天的时空感，让人生出的
感觉是：不知今夕是何年。有专家说，
每一个景名背后，代表着空间和景色
之间的互动，通过对空间的调整，正是
要还原真实性。这是在臆想西湖，空
间和景色之间是会时时产生互动，但
过度地改变空间布局，还原不了什么
真实性。错乱后的时空，会让清代非
清代，现时成超现实。一个“四不像”
的西湖，将彻底颠覆人们对它已有的

视觉感受，改变几代人对西湖的记忆。
梦回清朝，错在造假，罪在造

假。给平湖秋月加上围墙，花港观
鱼恢复临水长廊，直接的结果是造
出一批不伦不类的假古董。视觉里
的假古董，就是再像清代，也是低俗
的赝品。它与西湖的历史无关，也
与游人的感官盛宴无关。在西湖风
景里堆积的假古董越多，整个景观
的灾毁性就越大。

人们对西湖的印象，不仅来源
于视觉，还来源于历史回忆及个人
经验。西湖是“山色湖光步步随，古
今难画亦难诗”的地方，它的神韵在
于“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在每
个见到它的人的心理上、精神上构
建了相互关联的形象，是属于人们
共享的财富。不必梦回清朝，即意
味着有保护它权力的人不要乱拍脑
袋，去破坏其天生丽质。这种天生
丽质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就不
是难度的问题了。 今 语

一种果树和一个产业链的形成
核心提示

新郑市是全国著名的大枣产区，过去枣农守
着摇钱树过穷日子。改革开放后，枣农把小小的
红枣做成了大文章，形成了一个种植、加工、销售
的产业链，6.8万户枣农因此走上致富路。

为充饥和治沙大量栽种枣树

再过一个月就是大枣成熟的季节。眼下，
走进新郑市大枣产区，只见成片、成行的大枣
树上挂满了一串串青青的小枣，一派丰收在望
的景象，枣农们说：“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发
生，今年大枣又是个丰收年。”

在新郑有这样一个传说：5000年前的一个初
秋时节，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带领大臣、卫士
到野外打猎，为追赶一只麋鹿而迷了路，人困马
乏，又饥又渴。当夕阳西下时，他们发现了一片
果树，卫士摘了一些品尝后说：“味道不错！”大家
纷纷采摘充饥，边吃边说：“仙果、仙果！”到底是
什么果，谁也不知道名字，就请黄帝赐名。黄帝
说：“此果解了我劳饥之困，一路找来不容易，就
起名叫‘找’吧！”从此，此果叫“找”在民间传开。
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人们把“找”叫成了“枣”。这
个传说，证实了新郑是大枣的故乡。

1978年在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中竟然
发现了枣核化石，印证了新郑是大枣的发源地，
也证明了新郑红枣的栽培史已有8000多年。到
春秋时的新郑曾有“桃枣荫于街”的情景记载。
在旧社会，大枣除了入药，最重要的是穷苦人用
来充饥，被老百姓称为“木本粮食”。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炼钢铁年代，大批枣
树被砍伐。到了学习焦裕禄的年代，新郑市位
于黄河故道的8个乡镇，为治理沙丘，大力发展
枣树，枣树得以恢复。因为，枣树根系疏广、枝
叶稀少、耐干旱，能有效地防风固沙。

当时枣树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农民以农作
物为主，也没有人去管理，随便生长。每年生
产队采摘的大枣，全部当作二类物资由当地供
销社和土产果品公司收购。上世纪60年代，收
购的大枣由省供销社统一调拨到全国各地，群
众收入寥寥无几。采摘时节如果遇到连阴雨，
浆枣和霉枣只能喂猪。8个乡镇中，枣树面积
最多的是孟庄镇。当时，新郑流传着“孟庄孟
庄，到处沙岗，粮食不够，种枣喝汤。”的顺口
溜。因为经商是资本主义行为，因为枣树是集
体的，大家只好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

小枣做成了大产业

新郑大枣因生长在沙地，形成了皮薄、肉
厚、核小、甜度高的优良品质。改革开放后，枣
树分到家家户户，枣农管理的积极性提高，大
枣产量逐年增加。对收获的好大枣，枣农蹲在
107国道两旁，或者骑自行车到郑州零售，劳心
费神。对浆枣、霉枣、虫枣，有一些能人想出了

废物生财的办法，他们依靠科技提取这些残次
枣中的枣精，作为香烟矫味剂，销售到新郑及
各地烟厂，用于香烟生产。

这些零售者都是“小散户”，一些“大户”除
了自家的大枣，还收购大枣运到外地销售，石
聚彬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没有考上大学的
石聚彬从报纸上看到两条信息，一是首先富起
来的深圳人用大枣作滋补品煲汤；二是红枣加
工制品在日本走俏。当年大枣下来时，他就收
购了 6 吨大枣去深圳销售。由于运输时间过
长，部分大枣发霉，他没有赚到钱。第二年，他
再试牛刀，一下子赚了2万多元，摇身一变成了

“万元户”，这在当时可是凤毛麟角。于是，乡
亲们选举这个21岁的“能人”当了村委会主任。

1988 年新郑大枣丰收，石聚彬将全村 20
多吨大枣运往深圳，因没事先了解市场，到深
圳后才知道市场饱和，到处是积压的大枣。加
上阴雨连绵，大枣发霉的发霉、浆的浆，这一趟
赔了 5万元。他感到对不起乡亲们，辞去了村
主任职务。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经过大量调查
研究，认为要想靠大枣让乡亲们富起来，必须
搞大枣精深加工。1992年 6月，他大胆承包了
孟庄一家干果加工厂的一个车间，开始创作他
的大枣“文章”。一年后，他创办的新郑市奥星
食品厂“出炉”。随着他开发的第一个产品“去
核鸡心枣”在广州市场站稳脚跟，他一发不可
收，相继研制出了 12 个系列、近 200 个品种。
1997年他成立了奥星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总资
产达 2.27亿元，每年吞掉新郑大枣 80％产量，
枣农再也不用发愁卖枣的事了，同时为当地农
民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

受奥星的带动，新郑不少人投资大枣深加
工，目前从事大枣深加工企业有 80多家，其中

百万元产值以上的企业有 33家。他们把特级
枣和一级枣进行包装，以品牌销售，将次枣和
浆枣进行深加工。开发出了蜜枣、焦枣、枣茶、
饮料、枣酒、枣醋、枣片、枣干、枣罐头等，全年
加工大枣1200万公斤，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
坡、美国、加拿大等华人多的国家。

过去喂猪的浆枣、虫枣、霉枣，如今人们从
中提取出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变成了一沓沓
人民币。把小小的大枣做成了一个大产业，这
是新郑枣农前辈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500人奔赴新疆租地种枣

去年以来，郑州人发现，满大街卖大枣的
都打出了“新疆大枣”的招牌，这是为什么呢？
据新郑市林业局有关同志说，在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新疆人借鉴新郑人靠枣树治理风沙的经
验，引进大量枣树苗栽种。因为新疆干旱、日
照时间长，收获的大枣甜度超过了新郑大枣。

由于奥星等几个龙头企业生产规模越来
越大，对原枣的需求量越来越多，新郑大枣价
格节节攀升。10年间大枣价格由 5元/斤攀升
到现在20多元/斤，可土地面积不能增加，于是
新郑人把目光瞄准了新疆，因为新疆地广人
稀。三四年前，新郑人就开始到新疆喀什、阿克
苏等地租赁土地栽种枣树。粗略估计，目前在
新疆栽种枣树的人有 500多，他们最少的租赁
100亩，最多的租赁500多亩。虽然他们新栽种
的枣树还没有结果，但他们在看护枣树的同时，
当起了经纪人，每年新郑有5000万元资金进疆
收购大枣，运回新郑和郑州销售，吃差价。据了
解，由于新郑人的收购，新疆大枣价格比几年前

翻了一倍多。在大枣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新郑
人就订购了树上的大枣，竞争十分激烈。

与此同时，新郑枣区农民也在积极栽种枣
树，能栽种的地方都栽种上了枣树，全市枣农
有6.8万户。家家户户以大枣为生的孟庄镇寺
东村孙超锋除留下 4亩地种粮食吃，其余全部
栽种上了枣树，他家院子里和房前屋后都是枣
树，一家3口人有90多棵枣树，去年除掉农药、
化肥投资，纯收入 1.2万元。孟庄镇还有几个
种枣大户，每年收入在几万元。

成为全国枣树苗木集散地

因为新疆干旱，在那里栽种枣树成活率很
低，新疆每年需要大量的枣树苗，前往新疆的
新郑枣农将新疆大枣运回来，接着将新郑枣树
苗运入疆。于是，新郑市枣树苗培育专业户应
运而生，全市现有枣树苗木 1000 多亩，其中
100亩以上的有 5户，每年出苗 600万棵，苗木
已卖到 1.5～3元/棵，仅此一项，新郑人每年收
入达 1000多万元。据新郑市林业局有关同志
说，每年新郑调入新疆的枣树苗有 500 万棵。
同时，新郑形成了枣树苗木集散地，河北省、山
东省及河南各地的枣树苗木，最近几年都集中
到新郑销售，外来的苗木达200万棵。

现在新郑市大枣面积已经发展到21万亩，
品种达30多个，年产量突破3500万公斤，仅大
枣每年给新郑市带来收入3亿元。

形成全国最大的大枣销售基地

“曾经在新疆举办的全国枣类评比中，新郑
枣品质名列干枣类第一名，新郑大枣的比较优
势和品牌优势提升了其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
郑州市林业局产业办公室主任姚新爱介绍说。

新郑的大枣招牌吸引河北、山东、内蒙古、陕
西、山西、甘肃、新疆及河南各地的大枣纷纷到新
郑销售，每年外地到新郑销售的干枣达1000万公
斤，鲜枣达1000万公斤。其中，新疆、甘肃和西华
县的大枣是从新郑引进的苗木，没想到多年后结
的果实又来新郑销售。为此，新郑市投资建设了
中华红枣商贸城，满足大枣交
易需求。

在销售大军中，关键的
队伍是新郑枣区常年以大枣
为生的 800 多个大枣经纪
人，他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
及对外口岸建立的代销代办
点有 1000多个，汇集新郑大
枣的 70％以上通过他们销
往外地。

每年大枣销售旺季，新
郑有 300 多个购销点，规模
较大的在孟庄镇，集会每隔
一天一次，日购销量 8～10

万公斤。就是在3～9月份的销售淡季，购销网
点也有 100 多个。他们将收购的原枣卖给客
商，或者挑选分级，根据市场需要卖给加工企
业，或包装后直接外销，通过加工或包装，一个
小小的包装使大枣身价大增，通过这样的方式
每年销全国各地的大枣达400万公斤。

还有人把大枣运往广州、天津、深圳外贸
口岸，由当地经营土特产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出
口，每年出口量在 180万公斤左右。凡是华人
多的国家，特别认可大枣的营养价值。

由于新郑大枣市场的火爆，在新郑甚至出
现了外地大枣冒充新郑大枣的情况，但新郑人
从枣的外形、颜色、品质一看就分出真假。

大枣文化催生枣乡风情游

在新郑枣产区，大人、小孩都能讲述一些
与大枣有的关故事，听他们娓娓道来，简直是
一种浓厚文化的享受。

裴李岗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大枣核、黄帝
为大枣命名、周朝时期开始以大枣作订婚信
物、子产与大枣、高拱与大枣，还有《诗经》和

《齐民要术》中的记载、新郑出土铜镜上镌刻的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礼泉饥食枣”和白居
易、高启留下的诗句……

1998年，新郑人想到了成年累月生活在城
市的人向往田园生活，推出了集观赏性、娱乐
性、参与性、知识性为一体的中华枣乡风情游，
为久居闹市的城市人提供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的旅游场所，让城市人漫步万亩枣林、领略枣
乡风情、摘大枣、拔花生、吃农家饭、逛农家院。

通过旅游，不仅使生长在城市的孩子们了
解了更多知识，也使枣农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据了解，每年枣乡风情游，使枣树在路边的枣
农收入增加1000元以上。几年来，每年枣乡风
情游给新郑市带去收入近2亿元。

新郑市委书记赵武安说：“我们要以大枣
为媒，旅游搭台，经贸唱戏，狠抓招商引资，把
大枣产业做精、做细、做大！”“八月十五到，遍
地红玛瑙”，他热烈欢迎郑州市民在金秋时节
到新郑旅游。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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