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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
郑市黄帝故里隆重举行，近万名海内外各界人
士共同祭拜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随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名声与影响日
盛一日，近年来，建议新郑改名“轩辕”的民间
呼声不绝于耳。早在1994年新郑撤县改市之
际，当地专家学者曾提议，将新郑改名“轩辕
市”。随后，2002年，新郑是否改名再度成为当
地领导思考的一个问题。2006年至今，“强烈建
议新郑改名”之类的帖子，不时出现在百度贴
吧、大河论坛等知名网络站点乃至官方的新郑
市政府网上。人们为何要建议新郑改名？改
名有什么意义？改名的可能性有多大？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呼声：强烈建议新郑改名

新郑民间有句俗话：“三月三，拜轩辕。”如
今，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逐渐发展成为“中
华第一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祭拜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就在
新郑黄帝故里举行拜祖大典不久，4月4日，“2009
年中华大祭祖——己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
礼”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轩辕殿和殿前广场举行。

黄陵县原名“中部县”，1944年，借助此地
建有黄帝的衣冠冢、连年祭拜轩辕黄帝的巨大
影响力，该县改名为“黄陵县”。

一个好听又有内涵的名字，无疑是一张地
方“名片”。说到好地名给一个地方带来的无
穷益处，黄陵县可谓是个极好的例证。

对此，新郑青年网友“华夏之根有熊”深有
感触，2006年3月1日，他在百度贴吧郑州吧发
帖：“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都在谈论陕西省

‘中部县’改名为‘黄陵县’后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个十几万人的小县，一跃成为家喻户晓
的文化大县，各级领导、海内外华人华侨到此
拜祖寻根的络绎不绝！可见一个地方名字的
好坏，也影响着该地未来的发展！”

作为一位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华夏之根
有熊”分析：“事实上陕西黄陵只是根据一个神
话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帽子埋在陕西桥山，靴
袜葬在荆山（今灵宝境内）”，“由于当地政府重
视而改名的”，“地方有一个好名字是非常重要
的，如海南的五指山市、云南的大理市、陕西的
黄陵县、河北的逐鹿县、台北的阿里山都出尽
了风头”，基于此，这位“特热爱家乡”的热血男
儿，“强烈建议新郑改名”。

2006年 10月 30日，“华夏之根有熊”再次
在新郑市政府网公众论坛上发帖，提出：“新郑
是郑韩故城，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
新郑到底叫什么名字较好？”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帖子发表后，“新郑为
啥不改名”之类的话题引起众多新郑人热议。
网友"Tianjiao"认为，改名“会吸引更多的华人来
拜祖投资”。网友"yiyunzuo"说：“改名当然好了，
能体现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增加知
名度和旅游收入。”有的新郑人甚至发出了这样
的叹息：“看来我们河南人还是不如湖北人精明，

他们都知道把不知名的小地方改作赤壁和武胜
关，我们却不知道把新郑改称轩辕……”

时至今日，“‘新郑’这个名字该改了”之类
的呼吁频频见诸网上，希望所在城市更名成了
很多新郑人的共同愿望。

其实，关于新郑改名的建议早在15年前就
产生了。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赵国鼎告诉记者，1994年新郑撤县改市之际，
他和当地几位专家曾多次向新郑市领导提议，
将新郑县改名“轩辕市”。

2002年，新郑市领导对陕西黄陵县的黄帝
陵、灵宝市的黄帝铸鼎塬等景区进行考察后，形
成了打历史文化牌、大力发展黄帝故里旅游的
思路。在当地一些学者的再次建议下，是否改
名为“轩辕市”再度成为新郑市领导思考的一个
问题。由于存在争议，改名未能付诸实施。

存在的争议之一，就是把新郑改为什么名
字最合适？除了“轩辕市”，有人还提出了“郑
韩市”、“黄帝市”等名称。天长日久，赞成“轩
辕市”逐渐成为主流观点。

记者发现，新郑大地已深深地打上了轩辕
文化的烙印，行走在新郑市区的大街小巷中，
轩辕路、轩辕小学、轩辕中学等不时赫然跃入
记者眼帘。当地叫“轩辕”的地名不在少数，像
轩辕丘、轩辕庙等。

随着黄帝故里这张名片越来越响亮，有人
还建议充分挖掘轩辕文化内涵，提升当地的文
化底蕴，不但将新郑更名“轩辕市”，还提议将
郑州市区通往新郑的郑新路易名为“轩辕大
道”，将新郑国际机场改名为“郑州轩辕国际机
场”，“把轩辕黄帝故里更广泛的传扬，让乘飞
机来郑一次的人就记住了”……

争议: 更名举动是否值得

城市更名涉及面广，一旦更名，小到个人名片
和身份证，大到文件、地图、教材、公章等相关名称

都要随之变更，相应的经济及社会成本极大。
2005年 1月 1日，甘肃省天水市原秦城区

更名为秦州区，北道区更名为麦积区。两区共
改了3个字，更名的直接花费高达300万元，引
发了“这样更名值不值得”的争议。

那么，新郑如果更名是否值得呢？
对此，新郑坊间议论纷纷，各种观点激烈交锋。
有人认为：“‘轩辕’听着倒是不错，能突出

新郑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是新叫一个名字，
得多长时间大家才能适应啊，原来新郑的无形
资产也没了。”还有人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改
来改去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财
力、资源的浪费。”

“‘新郑’无论是书写还是听起来都不错”，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士称：“新郑作为春秋郑
国国都，声名远扬，且历史底蕴何其丰厚，关键
在于挖掘开发。轩辕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虽声
名赫赫，但庶民知之几何？千万不要做劳民伤
财、劳而无功的蠢事儿。”

网友“逛光”则质疑：“城市发展和名字有
关吗？”一些新郑人认为，“改不改名不重要，重
要的是要把心思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很多人为新郑更名的建议叫好。“有人把
新郑是古代郑国的都城作为反对改名的理由，
对此我极不同意，试想古代郑国有汉朝、唐朝、
宋朝、清朝等知名度高吗？郑国的知名度甚至
与秦国也不能相提并论。”网友“舞文弄笔”认
为：新郑改名后肯定会带来更多好处，如提升
知名度等，进而发动人们拜祖、带动经济发展。

网友“华夏之根有熊”认为：名字对一个地
区影响相当大，刚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习惯了
就行了，如‘密县’刚改为‘新密’时都不习惯，
久了也就习惯了，改名的轰动效应以及长远的
收益可以远远补充成本！

记者在新郑街头作了随机采访，不但赞成
改名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有意思的是，与前两
种观点截然不同，一些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一些新郑市民建议：“改名也行，不改也行，但

是要想好了再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新郑”这个名字

不改，在郑州和新郑之间设一个“轩辕区”，可
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学者：改名利大于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区
别陕西的郑县，将韩国的郑县改名为新郑县。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新郑名人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原新郑市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中
智认为，从战国时期至今，“新郑”这个名字已
经沿用了 2000多年，新郑已成为千年古县，如
果改名，肯定会造成不便，在外地的新郑人或
祖籍在新郑的人士在情感上也会不习惯。

“事物都有两面性，改名的好处也非常
多”，郑中智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新郑”这个名
字显然没有“轩辕”的知名度高，他们到了外
地，提起新郑有些人并不知道，而说到他们来
自轩辕黄帝故里，海内外华人都耳熟能详，对
他们也格外热情。今年 3月，郑中智等人到深
圳出席郑氏文化研究会，带去了 200多册轩辕
黄帝故里的宣传材料散发，在一个有着2000多
人的大厅里，一个角落的人就“抢”光了这些材
料，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轩辕黄帝的巨大影响。

“事情总是在变化中前进的，从历史的发展的
眼光来看，从长远考虑，我认为改名利大于弊，
有利于新郑的发展”。

被誉为“赵黄帝”的当地著名文史学者赵
国鼎，更是力主新郑改名“轩辕”。

赵国鼎像“苦行僧”般研究黄帝文化 30多
年，他推算出按照黄帝甲子纪年，肇始于轩辕黄
帝建都有熊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在2009年达到了
5006 年，厘清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时间轨
迹。这一学术成果得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
专家认同，被载入《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

“炎黄二帝是海内外华人公认的中华民族
人文始祖，许多中国人尽管身在异乡，但都认
同‘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心里念念不忘拜祖、
寻根。”77岁的赵国鼎老先生已经两鬓斑白，向
记者说起轩辕黄帝来却思路清晰，滔滔不绝：
经考证，新郑是轩辕黄帝的诞生、创业地，《山
海经》、《水经注》、《国语》、《左传》等大量古籍
都记载，黄帝生于轩辕之丘，轩辕都曰有熊，有
熊，今河南新郑。

“考证字以字典为准，考证事以辞典为
准。这些记载不是一般的传说，而是逻辑的、
科学的、可信的”，赵国鼎先生认为，轩辕黄帝
具有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地名应体现本地
的历史积淀、地域优势和文化底蕴，显而易见，

“轩辕”这个名字十分大气，文化底蕴极其深
厚，显示了新郑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特色。

前景：近期改名可能性不大

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活招牌”，名字的好坏
影响城市的知名度，而提升城市知名度最直
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为城市更名。

近年来，安徽的屯溪市更名为黄山市，福
建的崇安县更名为武夷山市，四川灌县更名为
都江堰市，海南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四川南
坪更名为九寨沟县，甘肃省也先后启用了凉
州、甘州、肃州等古地名……

国内一度出现了“城市更名热”，最多时，
全国一年中有两万多个地名发生变动。

在“城市更名热”形成一股风的现实语境
下，更名的想法很容易被指责为“跟风”之举，
很难说会不会带来负面效应。因此，谈及对新
郑改名“轩辕”这一建议的看法，新郑市的官员
都是相当谨慎，几乎不约而同地保持低调，婉
拒了记者的采访。

新郑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
表示，不可否认，新郑改名“轩辕”的建议是个
好点子，一些领导也十分感兴趣，但在当地政
府内部意见却不统一，有人认为改名的成本过
高、具有负面影响、对改名能否促进经济发展
存在争论等，现在实施改名的可操作性不大。

众所周知，黄帝传说在很多地方都发生
过，黄帝故里在哪里？陕西黄陵、河南的新郑
和灵宝、山东曲阜等地均有不同的说法。不可
回避的是，虽然“黄帝故里在新郑”之说证据确
凿，得到的认同最广泛，但由于存在争议，新郑
的一些学术界人士对新郑改名“轩辕”的建议
持审慎的态度，认为眼下时机并不成熟。

对于群众提出的新郑改名“轩辕”的建议，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新郑市民政局十分重视，
经过认真研究，该局在新郑市政府网站上作出
公开回应，表示目前不适宜改名。

新郑市民政局认为：“新郑”已有2700多年
的历史，在国内外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新郑”
作为地名，实际上已形成了特定的域名文化，
更名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这个
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现在更改“新郑”这个名
字不太合适，因为叫什么名字，对地方的发展
起不了多大的决定作用，最终还是要靠人们共
同努力去发展。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一个县级行政区
域的地名变动，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力审批，政
府主管部门对此十分慎重，审查程序非常严
格。如果新郑市欲改名，需要经过专家学者论
证，进行社会调查，达成共识，然后当地政府以
正式文件形式逐级上报到国家民政部，经请示
国务院批准，才能实现改名。

显然，新郑改名“轩辕”目前只是处于设想阶段，
改名能否实现？这个问题只有留给时间去作答。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最近，有关政府部门的“副职”问题，成为舆论热点。
4月24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编办)

在江苏南通召开“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评估”试点工作现场
会，引起广泛关注。

早在今年1月，中组部、中编办下发了《关于规范地
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区、
市政府原则上不配备省长(主席、市长)助理，省级以下政
府不配助理，超编配备的，两年内予以消化处理。

部分地方政府配备助理职务、副秘书长职务过多，群
众颇多非议。一方面，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不断精简各级
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超编现象在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
基层普遍存在，更有甚者，“几十匹马拉一辆车”。

据报道，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有16人，超
过公安部；湖南省石门县县委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

机构臃肿、将多兵少，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也造成
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一个地级市正常情况下，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配备副厅级干部40人以上，党委
和政府还配有正副秘书长若干名，再加上副市级干部等
所谓“地方粮票”，领导班子人数之多，足可以列一个方
队。每位领导又都配有秘书、司机(虽然不符合有关要
求)，既增加了行政成本，又降低了工作效率。

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此
次，中组部、中编办联合启动的“减副”行动，虽然困难不
小，人们还是充满期待。而要让群众的期待不“落空”，很
重要的一点，是既要按照中央要求“严格瘦身”，也要对政
府机构进行“全面体检”，以防敷衍了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令畅通的大敌，“精官简
政”也一样。以往精简机构，没走出“精简—膨胀—再精
简—再膨胀”的怪圈，就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
在水里摁皮球，摁下去有多深，反弹就有多高。中央要求

“减副”，副职少了、助理不能叫了，就设置一批“副市级干
部”、“副县级干部”、副市级调研员……地方粮票，一样好
使。这种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现象，应该警惕。

超编和副职过多，与“问责”不严有关。《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2007年5月1日起实施)
中明确规定：“擅自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成员的”，“由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各级组织、编制部门不妨对照检查一下，“谁
提拔谁负责”，刹住“领导班子排成排、列方队”的风气。

要确保“减副”不反弹，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职能能否
转变，在于监督制约的机制能否到位。 鲁 平

“九成医生嫌收入低”的弦外音
调查显示，中国内地医生有 91.9%认为自己付出

与报酬不相符，超过一半认为医师的收入差于教师。
这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
况调研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新京报》4月26日）

“九成医生嫌收入低”——这引起舆论的一片不屑
之声。在我看来，不论是医生群体的“抱怨”，还是公共
社会对此的质疑，都很正常。人总是喜欢“向上比较”
的，一个普通医生会觉得自己比主任医生的收入低，一
个乡村医生会觉得自己比城市医生收入低，小医院医
生会觉得自己比大医院收入低……故而，得出“91.9%
认为自己付出与报酬不相符”的调查结论并不让人意
外。而相应的，大众也会有类似的“比较”，感觉医生远
远比自己丰衣足食，又岂能会认同这一结果。

“九成医生嫌收入低”其实更像是一种郁闷和“牢
骚”：医疗环境越来越差，医生声望越来越低，所期望获
得的更高收入却一直看不到“曙光”。所以，由中国医
师协会发布这般“数据”是具有弦外之音的：医生的社
会地位要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是在人格上，也是
在收入上。

当前的医疗环境确实不怎么和谐，医生声望下降、
医患关系紧张等都是表征。救死扶伤从古至今都是让
人尊敬的职业，笔者家里有多位至亲长辈都是医生，我
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家里常常会来一些病愈出院的患
者做客，很多人都带着家里自产的红薯、南瓜等土特产
上门表示谢意，有些还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然而，
这种和谐淳朴的医患关系如今回想起来就如同梦境一
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医患关系变得非常的世俗和利
益化，甚至矛盾对立。何以至此？在这背后有大面积
存在的医德沦落。在收红包、拿回扣现象泛滥的语境
中，医生群体注定会成为大众“无形的敌人”。

至于说到收入，医生希望拿到多少薪酬？恐怕只
有更高没有最高。我知道，时下有很多医生都在羡慕
国外医生，譬如美国医生，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受人尊
敬。不过，光看到美国医生的高收入是不行的，他们也
为高收入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出现医疗事故，可能
被吊销医疗执照；乱开处方药，可能被吊照；就连手术
时间超时，也有可能被吊照。而反观国内，医德缺失，
不是批评就是警告，要不就是不疼不痒的停职反省，最
多开除了事。这样的“付出”与“收入”相比，我看还是
比较对称的。

要想获得他人尊重，首先你得尊重他人；要想获
得高收入，首先你得看看你付出的劳动得没得到社会
认同——我不认为，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会遭遇到谩
骂和口水——当然，他也有可能成为群体不良下的“牺
牲品”。 陈一舟

规则不能为潜规则开门
一年一度的高考，怎么考？这是

个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
24日接受人民网访谈时指出，2009年
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有的
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分的一
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
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
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
式。（4月27日《人民日报》）

“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
终生”，但从1977年恢复高考走过来的
人都知道，一次高考真真切切地改变
了万万千千学子的人生。现行的高考
制度，肯定不是最好的考试制度，它只

是没有最优设计条件下的次优选择。
现在，有一种能体现最公平最公正的高
考制度取代这样的次优选择吗？没
有。高考要看平时学生的学习情况，就
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
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
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成绩的一
部分，或者把综合评价作为录取的参
考。这些，听起来很美，疑似为素质考
虑，疑似为学生们着想。但这种设计，
怎么看都像有人拍脑袋臆造出来的，或
者是专门为了一些利益专有者而制造
出来的。在当下潜规则盛行的环境下，
它有什么样的监督管理机制作保证？

学业水平测试、综合性评价如何体现公
平公正？有本事有门路的人，用权钱架
桥铺路，那些普通人家孩子是不是又要
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随意性极强
的规则为潜规则打开大门，公平公正的
游戏规则就会失灵，考试制度中仅有的
一块净土就会塌陷。

不能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就会
部分地堵死老百姓家的孩子向上走的
路径。找一个借口，为权势人物的暗
箱操作提供空间，瞎折腾，胡折腾，乱
折腾，情何以堪？理何以堪？学生、老
师、家长何以堪？教育公平公正何以
堪？整个教育前景何以堪？ 伊 文

越描越黑的“独门秘笈”
网上流传的城管执法“独门秘笈”

之事闹大了，不少媒体都联系了北京
市城管执法局，试图采访，但遭到了拒
绝。经过多方努力，北京市城管执法
局终于对媒体做出回应。北京市城管
执法局宣传处副处长郭勇承认，这本

《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确有个别用词
和提法欠妥。（4月23日中国广播网）

这等于是简简单单地认了账，“独
门秘笈”绝非子虚乌有，它确实是一本
对城管进行培训的官方版教材。而且
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是全国
首部指导现实城管执法的专业教材。
郭勇这样解释，“在该书编写完成后，
我们仅将其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使用，

并始终没在城管一线执法队员进行统
一培训。”这可真是越描越黑。应当
说，描的作用只作用于一点：就是让人
们知道了更多的事实真相。

“独门秘笈”的一些内容并不复
杂，主要着眼于让城管人员在操作时

“认真”落实。像第五条规定：“采取反
暴力抗法的局部动作，注意要使相对
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
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
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
施，阻止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
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这是
干什么呢？不就是教会人如何动用暴
力执法，教导人以暴制暴吗？而且是

下手要稳、准、狠，不要出现不利于自
己的局面，以杜绝后患。即便是不进
行专门的培训，只要“将其作为内部交
流资料使用”，再笨的人恐怕看看也就
学会这些手段了。况且，这样的对付小
商小贩的方法，原本就是一些城管人员
在现实中的实践，只不过是“课题组”的
编写者将之“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独门秘笈”确实很专业，专业得让
人不寒而栗，它也很露骨，把野蛮与暴力
袒露无遗。毫无疑问，有了这样的“独门
秘笈”行世，就会不断助长城管人员的偏
执思维及暴力倾向，使得他们动辄对小
商小贩以暴力相向，从而影响整体的民
生和谐、城市和谐、社会和谐。 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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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到底依什么办事？
继王帅案之后，内蒙古

鄂尔多斯网民吴保全替朋友
在网上发帖反映鄂尔多斯土
地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喧哗，
被以诽谤罪判刑一年，重审
后加刑至两年。然而吴保全
案也和王帅案一样，网络的
热切关注显然已经形成压

力，记者在鄂尔多斯
市采访时发现，涉案

各部门都在围绕该案梳理思
路。各部门都积极表态，正
确看待舆论和公众监督。曝
光前后截然相反的表态，让
公众更加疑惑：什么时候执
法人员才能做到真正的依法
办事？ 焦海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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