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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至 29日，睢县北湖公园锣鼓喧
天，彩旗飞扬，国内首次举办的“冬泳文化节”
在这里隆重举行。文化节不但吸引了来自内
地50多个冬泳专区的700余名冬泳爱好者，台
湾和美国的泳友也远道而来。三年来，该县还
多次成功承办了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国际铁
人三项洲际杯赛、全省冬泳联谊赛等赛事。豫
东一个普通的县城能够承办如此高规格的冬泳
赛事，使得外地的参赛者不由得对我省的冬泳
运动实力刮目相看。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越来越多的河南人喜欢上了冬泳这项亲近自
然、挑战自我、收获健康的运动，全省的冬泳爱
好者发展到近万人。天寒地冻之时，冬泳场景
成了中原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勇敢者的运动

帝湖、金水河滨河公园、省军区游泳馆等
水域，可谓是郑州的冬泳“大本营”。入冬后，
这些地方常常被冬泳爱好者“扑扑通通”溅起
朵朵浪花。

11月22日，省会的300多名冬泳爱好者畅游
帝湖，激情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包括水上接
力、水中拔河、水球比赛等项目的“水上趣味运动
会”，以此庆祝郑州市冬泳协会的25岁“生日”。

当日，湖水仅有3℃左右，记者伸手试探水
温，一股冰冷的感觉马上袭来，赶紧缩手，不由
得对眼前的冬泳人心生敬意！泳友们经过数
分钟热身运动后，来到岸边，用脚轻轻击水，又
把脚迅速收回，如此重复了几次后，他们纵身
跃入湖中，挥洒自如地畅游开来。

在活动现场，78岁的冬泳爱好者邵文才老
人已是满头银丝，然而他在水中时而蛙泳，时
而仰泳，时而静漂，显得活力十足。

邵文才老人从小就喜爱游泳，水性很好。
20年前，他从省电力工业学校退休后，出于好奇
也跟着别人去参加冬泳。第一次接触冬泳是在
冬季12月份，当时西流湖已经结冰了，泳友们硬
是砸开了冰层。第一次进入冰冷的水中游泳，
邵文才也无法适应刺骨的水温，但他还是顽强
地坚持下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老人说，坚持
下来之后，感觉身体状况比以往好多了，几乎没
得过感冒，御寒能力明显强于同龄的老人。

进入冬季，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人们裹着
厚厚的棉装仍觉得难以忍受凛冽的寒风。然
而，寒流却挡不住冬泳人的脚步，他们勇敢地
脱掉棉衣，扎入冰冷的水域中劈波斩浪，因此，
冬泳被誉为“勇敢者的运动”。

有道是“万事开头难”，冬泳爱好者迈出的
第一步都是比较艰难的，参与冬泳有个逐步适
应的过程。家住长江路的冬泳爱好者赵女士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每天都在帝湖游上
一段，谈到自己的冬泳心得，她告诉记者：“刚
开始练习冬泳时，会非常难以适应。第一次冬
天到帝湖里游泳，我感觉全身都被冻住了，几
乎没有知觉了。初泳者需要从天热的时候开
始坚持游泳，特别是季节由暖变冷时，更要坚
持。冬泳很能锻炼一个人的毅力和恒心，只要
走出了第一步，坚持一个冬季就慢慢适应了，
就会尝到冬泳的甜头！”

记者发现，参与冬泳的人多是中老年人，
鲜见年轻人的身影。“冬泳是一项和攀岩一样
刺激的极限运动，对自我是一种挑战，可以挑

战寒冷的天气，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增强自
己的意志力。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挑战，希望
他们也能参与到冬泳运动中来。”郑州市冬泳
协会秘书长刘克成呼吁。

冬泳的别样欢乐

每一个冬泳现场，都不乏好奇的观众。
看着冬泳爱好者们在水中一展泳技，挥舞

着双臂尽情畅游的壮观场面，自己穿着羽绒服
站在岸边还瑟瑟发抖，在很多局外人的眼里充
满了神秘感，发出啧啧的惊叹和疑问：大冬天
的，游泳究竟冷不冷啊？

46岁的冬泳爱好者宋国安师傅是西郊棉
纺厂的工人，问及进行冬泳到底冷不冷，他拍
着自己通红的皮肤乐呵呵地说：“冷是不可避
免的，但只要经常练习，跳下水去，一会儿就能
适应，就不怕冷了，寒风吹来也觉得很惬意，感
觉很过瘾啊！”

2007年之前，宋师傅身体比较虚弱，经常感
到头晕、乏力、神经衰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自从开始冬泳运动，游了几个月后，他的身体素
质大大增强，吃得香睡得好，感觉浑身轻松。宋
师傅深有体会地说：“冬泳是非常好的锻炼方
式，常年坚持冬泳，能防病治病。我参加冬泳两
年来，身体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我下班后就坚
持进行冬泳，简直迷上了这项运动！”

通过冬泳，冬泳爱好者收获的并不仅仅是
健康。冬泳的魅力不仅在于能锻炼一个人的意
志，减少疾病，强身健体，还能给人带来快乐。
72岁的刘反修老人常年在省军区游泳馆参与冬
泳，开始冬泳以前，他的血压、血小板、白血球等
指数都非常低，后背的关节有炎症，一遇刮风下
雨就疼痛，身体时好时坏，到医院检查治疗了多
次，效果却不明显，情绪一度曾经十分低落。在

电视上看到冬泳可以锻炼身体的报道后，从
1987年冬天开始，在几位喜欢游泳的朋友带动
下，他参与了冬泳活动。22年冬泳坚持下来，他
的身体练得特别棒，各种病症终于和他“告别”
了，心情自然也变得开朗了。

民间有句谚语叫“冬练三九”，说的就是冬
季应当加强体育锻炼的道理。冬泳爱好者们
普遍反映，游完泳后都觉得身体舒爽，精力充
沛，身心都很快乐。

家在汽车东站附近的刘卫东老人，已经有22
年的冬泳史，有时为了锻炼身体来回走10多里的
路程，他也不会感觉累。说到冬泳的好处，面色
红润的刘老先生喜不自禁地说：“喜欢冬泳的人
绝大多数都身体硬朗、精神乐观。我现在60多岁
了，天天坚持游泳，多年来没有生过病，身体很健
康，精神头也很足，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水上英雄”美名远扬

前不久发生的湖北荆州市“10·24长江大
学生救人”事件中，在场的船主见死不救、挟尸
要价的行为震惊全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省多个市县的
冬泳爱好者都自发成立了水上搜救队，冒着生
命危险，实施了数百次水中义务救援行动，他
们就像《水浒传》里行侠仗义的“浪里白条”，尽
显“水上英雄”的本色。

天寒地冻之时，水中救援是冬泳爱好者的
强项。2005年 4月，洛阳市的赵振杰等一批冬
泳爱好者，组建了我国第一支城市水上义务搜
救队。他们与洛阳 110报警台开展联动，接到
溺水警情后迅速赶赴现场，义务搜救落水者，
在全国首开110指挥中心与冬泳爱好者救援相
结合的先河。

4年来，洛阳水上搜救队义务出现场数百

次，使30多名落水者重获新生，帮助80多名罹
难者家属找到了遗骸，却从来不计酬劳。赵振
杰还大声呼吁：希望全国的冬泳爱好者都站出
来，在每个城市都成立水上义务搜救队，为当
地的落水者提供志愿服务。

继洛阳之后，郑州市、商丘市、栾川县、睢
县等市县的冬泳爱好者也先后成立了水上义
务搜救队。我省的水上义务搜救队都是民间
公益性组织，不管是救生、打捞尸体，还是帮助
群众搜寻东西，都是尽义务，招募队员也很严
格，不仅要求水性好还要品行好。

“为了守护生命，我们苦练本领；为了拯救
生命，我们卧雪踏冰……”这是商丘市水上义
务救援服务队的“队歌”。成立仅仅一年多，该
队已开展水中救援62次，救援范围从商丘扩展
到我省周口及山东、安徽等周边地区。

商丘水上救援服务队的创办人，是当地39
岁的冬泳爱好者黄伟，他和当地冬泳爱好者经
常到商丘的南湖、黄河故道等地破冰冬泳。看
到一些人因到湖中游泳或游玩而落水的事件时
有发生，特别是到了盛夏季节，青少年溺水事件
很多，给一些家庭造成巨大痛苦，黄伟产生了利
用自己的游泳技能参与救援活动的设想。

2008年 8月 6日，在黄伟等冬泳爱好者的
发起下，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服务队成立，下
辖 3个分队。50名游泳技术精湛、有着潜水救
援打捞经验的冬泳爱好者签署救助协议书，不
怕牺牲，不收取任何报酬，不论是酷暑盛夏，还
是三九严寒，义务开展救援。

选择了义务搜救，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
甚至是死亡。

今年 1 月 8 日，是“三九”的第一天，气
温-3℃。商丘的包河发生一起男子投河自尽事
件，接到警方通知后，黄伟等几名救援队员很快
赶到现场。河水不但冰冷刺骨，还是冒着泡泡
的污水，站在河边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

看着悲痛欲绝的死者家属，黄伟没有犹
豫，毅然第一个跳进了阴冷、恶臭的污水里。
几名救援队员轮番上阵，经过长达 6个多小时
的搜寻，终于把死者的尸体打捞上岸。

冬泳并非人人适宜

在医学界，冬泳被誉为“血管体操”，这项
集意志、趣味、医学、健身于一体的体育活动，
已成为21世纪的运动亮点。

省中医院内科的韩大夫告诉记者，人体受
到冷水的强烈刺激后，全身的血液循环和新陈
代谢迅速加强，血管急剧收缩，机体为了御寒，
皮肤血管又很快扩张，这样一张一缩，血管的
弹性增强，皮肤、神经、心血管、呼吸系统功能
加强。因此冬泳能锻炼意志、增强人体免疫
力、延缓衰老、强体健身，预防动脉硬化、高血
压等多种疾病的发生。

正是由于冬泳具有独特的魅力，我省的冬
泳群体一直在发展壮大，遍布全省各地各行
业。业内人士估计，全省的冬泳爱好者接近万
人，他们中既有年逾古稀的老翁，也有 10岁以

下的儿童。洛阳是全省冬泳爱好者最多的城
市，洛阳市冬泳协会副主席董文同介绍说，目
前该市坚持冬泳的达3400人。

2007年8月26日，来自全省各地的1000多
名冬泳爱好者代表集体畅游郑州白沙水库，为
着一个共同的爱好，他们走到一起，自发成立
了河南冬泳联盟。

冬泳虽然是极佳的冬季锻炼方式，但并非
所有人都适合。

冬泳也要讲科学，身体不适应冬泳者，不
可勉强为之。韩大夫说，患有传染性、器质性
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肺结核、肝炎、
胃病以及有开放性伤口的人，精神不健全、缺
乏自控能力者都不适合冬泳，16岁以下的少年
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质相对较差，一般也不
提倡冬泳。参与冬泳前应当咨询一下医生，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饭后、酒后、剧
烈运动后或大汗淋漓时，也不宜立即下水冬
泳，否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有人认为，冬泳就是在冬季勇敢地跳到江
河湖海里游泳，其实，冬泳和在其他季节游泳
还是有所区别的。董文同老先生已经坚持冬
泳 51年，他根据自己的体会介绍说，要想冬泳
必须先学会游泳，从夏天开始锻炼，一年四季
都要坚持游泳，久而久之，到了寒冷的冬季才
能畅游无阻。冬泳贵在持之以恒，不能“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

冬泳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把安全放在
首位。董老先生说，下水前，冬泳者应充分做
好准备活动，做热身运动使体温升高，往身上
拍水淋湿全身，让身体逐渐适应水温，再缓慢
地入水，避免太大的刺激，不要来到水边就直
接跳进水中。在游泳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
恶心、打冷战、抽筋不止等情况，应当立即出水
上岸。有经验的冬泳爱好者在入水前，会认真
地做准备工作，结束冬泳出水后，立即用毛巾
擦干身体，然后穿衣保暖。

参与冬泳要量力而行，时间不可过长，运
动不可过量，不能攀比，更不可逞能，循序渐
进，这样才能逐渐收获冬泳的无穷乐趣。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房市的茶几上摆满了“杯具”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表示，目

前的楼市需求太旺，整个市场供不应求，房价不可能下
降。而针对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二手房转
让营业税优惠政策终止，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
顾云昌担忧，增加的税费很可能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无形之中间接推高了房价。（《中国新闻网》12月14日）

对于翘首期盼房价下跌的很多国人来说，现实无
疑是残酷的。房价前年涨，去年涨，今年涨，而无数的
专家们也预测分析说，明年还是会涨，至于什么时候是
个头，谁也不清楚。还真是应了某学者的那句意味深
长的话：房价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有能力的话，还是咬
咬牙先买套房吧。

我知道这样的话每一次都会引起舆论的“反驳”，
认为专家是在为开发商说话，居心叵测。但是，铁一般
的事实却证明，看涨的“预言”却正是反衬现实的寓言，
由不得你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房价在当前似无下降
的可能，最起码大幅下降不可能。于是，我从不信到相
信，从焦灼观望到下定决心，还是在近日东拼西凑凑齐
了首付买了一套房。

买之前我常常后悔，要是早一年甚至是早几个月
买，就能少花好几万呢。而当首付款交完之后，我又期
盼房价会继续涨，因而看到专家预测看涨的新闻，背负
高额贷款债务的压力感似乎便削减了几分。这是一种
刁诡的心态，我相信所有具有自住需求的买房者，大抵
跟我的心态一致。而其实，“看涨”的专家应该也是如
此，谁都希望自己手里的房产升值，专家又岂能例外。

于是，这就形成了两种心态的分野和对立。一种
是已经购房者，希望房市继续火爆下去，免得自己陷于
破产之境；而另一种则是没有买房者，强烈盼着房价下
跌。这两种心态说起来都是人情之常，没有什么错。
错的不是人，而是高房价和充满泡沫的市场。而延伸
开去，房价继续上涨，泡沫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买不起房；但问题是，房价一旦大幅下挫，且不说影
响经济发展，也会让大面积的房奴们心惊胆战，同样影
响社会稳定。

对于中国篮球，姚明用一句流行的网络语概括目
前的局势：这一年的中国篮球就是个大茶几，摆满杯
具。套用一下，这些年房市的茶几上也摆满了“杯具”：
对于无房者来说，房价居高不下几成生存“悲剧”；而对
于房奴们来说，高企的房价虽然让房产升值，但心里还
是很不踏实，唯恐一觉醒来房价的泡沫就被吹破，自己
一生积蓄会像玻璃“杯具”一样脆弱不堪化为碎片。

中国的房价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泡沫问题”，
该不该挤出泡沫不需争议，问题在于如何挤。是壮士
断腕还是和风细雨，考验着未来几年政策调控的智慧
和能力。 陈一舟

我爱南京长江大桥
写下这个标题，自己都觉得近乎于中学

生作文那样“幼稚”！但仔细想想引发我写这
篇时评的“来料加工”便觉得的确是“发乎情，
止乎礼”。请看 12 月 13 日南方日报的消息
——见过“糊弄”人的，没见过这么“糊弄”桥
的！继重庆出现“楼裂裂”后，近日，南京耗资
5000万元新建一年的汉中门大桥，被市民发
现有30多根栏杆裂开了口子。而在接到投
诉后，施工单位竟连夜用胶水将裂口糊上了，
欲盖弥彰的“伤疤”，让人们惊叹“豆腐渣”工
程登峰造极。

依照当今之“国情”，什么“楼脆脆”、“路
脆脆”、“桥脆脆”的相关报道如过江之鲤，见
多不怪，已经引不起时评者的口味了。但桥
与桥不同，这则新闻的原产地是南京，很容易
让人想到举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同城不
同时代的两桥相比，很自然让人掂量出这个

“桥脆脆”的新闻点来。
建于 1968 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曾经承载

着一个时代的记忆，41 年过去了，不妨在此
给年轻人简单“复习复习功课”：那是中国第
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
桥，也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的公
铁两用桥。建成后曾以“世界上最长的公铁
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并曾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近来仍有专家认
为，南京长江大桥在当时的意义不亚于现在
的“神七”。

在我为数不多的南京之行中，每次坐车
路过大桥时，钦佩和自豪之情都油然而生，而
且，只要时间许可，总要徒步在大桥上走一
遭，欣赏一下大桥上面依然保存着那个时代
的雕塑和图案，想象一下那个如火如荼的岁
月。听说最近，江苏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

“江苏地标”评选中，很多人首先推荐的就是
南京长江大桥。

说了半天净是赞美南京长江大桥的“废
话”，跑题了吗？没跑！《诗经》“六艺”云“风、
雅、颂、赋、比、兴”。 其中解释到“兴者，先言
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我爱南京长江大桥
正是我恨南京“楼脆脆”的最好铺垫，可谓“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大家想想，城市还是那
个城市，而时代和科技已经与时俱进了，但

“楼脆脆”这样最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发生在
南京，这还不足以令人错愕吗？

党贺喜

老板宣誓不欠薪的“道德幻觉”68位衣着光鲜的“老板”齐声
朗读：“我们承诺：永远不拖欠、克
扣员工工资。如拖欠、克扣而导
致员工投诉或引发群体事件，我们将承担
一切社会和法律责任……”郑州二七广场
上演了这样一幕“集体宣誓”，引发众人围
观。据称，这是临近年底，为了避免“讨薪”
闹剧上演，60余位河南企业家自发组织的

“不欠薪”宣言。（《河南商报》12月14日）
宣誓，本是宣誓者出自内心的想法与

追求，是神圣与忠诚的代名词，譬如法官或
者公务员在就职前的庄严宣誓。然而，当
前，宣誓却似乎渐有泛滥之势：医生宣誓不
拿红包；老师向学生承诺不乱收费……如
今，又有68名企业老板“承诺永不欠薪”的
宣誓活动新鲜出炉。如果说“永不欠薪”是
一种值得赞赏的姿态，那么，能不能落实到
实处，还要看企业家们的实际行动，宣誓不
宣誓的其实并不重要。

必须要厘清这样一个问题：企业不欠

薪，是法律规范必须要履行的资本义务，是
具有“他律”色彩的经济常态，不是什么“道
德高标”。而所谓“宣誓”则是“自律”，所针
对的多是法律之外归属于精神和道德范畴
的事情。将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和常态行
为，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某种“自褒性”
公开宣示，实在是有些“无厘头”。这样的
宣誓，即便是非形式主义和作秀，而是出自
真心，也没有任何价值。

当前，“宣誓”已经“秀”成了风潮。过
多、过滥的宣誓，看似是要通过细小行为的
自律承诺来提高和强化道德标准，但实际
上，却是在变相降低道德防线。道理很简
单，连不欠薪、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
闯红灯、不沉迷网络、不浪费粮食等社会常
态，也视为难度很大的事情动用“宣誓”力量
来加以承诺，恰恰就意味着，起码的做人准

则、公德意识、公民理性都已经开
始退化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应该
做的、能够做的社会责任、法律义

务乃至生活琐事都被一一抬升到“社会美
德”的高度，注定只能会让道德变得更廉价；
而我们，也只能在无处不在的宣誓声中，在
人为炮制出来的道德幻觉中娱乐至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誓言在
罗马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
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但在现代社会，单靠誓
言维护秩序的人文基础已经消失。在当下，
只有在法律健全的前提下，誓言才可能会实
现使人忠诚的目的。而且，这类宣誓还必须
是形式与内心的统一，更不可让人违心宣
誓。在时代的视野下，我们更应该学会运用
文明、理性的力量——法律与制度力量去保
障道德底线，而不是指望举起右手貌似庄严
地作出所谓的承诺——具体到“不欠薪”上，
多做永远比“多说”靠谱，宣誓不欠薪顶多是
自娱自乐罢了。 王 艳

《蜗居》是最生猛的现实主义
剧红是非多。广电总局电视剧管

理司某司长在一次讲话中说：《蜗居》是
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
影响低俗和负面。这个电视剧当真低俗
到那步田地吗？看过的人都知道，《蜗
居》的荤段子并不见得出众，随便什么手
机短信的荤段子都要比它精彩多了，黄
色台词也不见得多么露骨，似乎最多是
剧中的宋思明对他的小三海藻说了句：

“晚上让你吃棒棒糖。”观众都猜得到棒
棒糖指什么，但是棒棒糖在我们的文化
体系中，算是很文明的比喻了。

那么观众热捧《蜗居》当真是爱它的
低俗吗？还是编剧六六说出原委：“一个
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
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
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的，热捧《蜗居》
的人们，是在其中玩一个“找自己”的游戏。

每个正在忙着还房贷的人，都从
海萍身上看到了可悲的自己的影子。
有一位作家做了调查，他说在北京，身
边朋友税收后纯收入超过一万元月薪
的，一定占不到10%，也就是说，有90%
的普通都市白领，月收入不足万元，而

北京五环内的房价均价已经达到了每
平方米 15000 元以上，他们要买一套
130万元的房子，首付20%，贷款25年，
月还款就是8000元以上，约等于他们
一生就被捆绑在这一百平方米上头。

又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北
京电视台临时停播了《蜗居》，知情人透
露，是因房地产商的公关，以及剧情中的
官商勾结强制拆迁老城区，疑似与某案
有关联。房地产商为什么害怕《蜗居》
呢？因为它刻画了新一代中国式房奴的
典型形象，解释了这个行业的某些潜规
则：地是怎么拿到的，拆迁是怎么实施
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房地产商也许还害怕《蜗居》一
剧会惊醒梦中人，怕房奴或者准房奴们不
干了，不跟进了，索性改变生活模式。我
认识的一位朋友，看完《蜗居》，果然觉悟
了，打算把自己辛苦购置的房子卖掉变
现，也让按揭25年、每月6000元贷款的噩
梦终结，全家打算到小孩上幼儿园的社区
附近租房。他们决定不再做房奴，重新过
无产阶层的生活，房奴生活表面中产，实
则不堪其累，何苦呢？ 巫 昂

超“常规”
常州一位市民骑车上班途中，不慎摔倒颌骨骨折，

仅仅住院2天，竟然被要求做艾滋病、梅毒、肝炎等项
目筛查。当事医院表示，艾滋病等项目的筛查符合卫
生部的相关规定，一旦未来发生医疗纠纷，这些检查结
果都可以当做证据。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一点小事就
这样“兴师动众”，还真接受不了。 焦海洋 文/图

国内首届冬泳文化节在睢县举行

冬泳常常成为人们争相围观的一道风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