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佛教名

山争相上市，清净之地引来是与非》为题，

报道了“四大佛教名山或将齐聚资本市

场”的消息。目前普陀山、九华山和五台

山正积极筹备上市，峨眉山早于 1997 年

上市成功。报道称，虽然名山所在地政府

纷纷将“弘扬旅游文化”、“整合旅游资源”

作为上市的由头，但这些说法并不能让公

众信服。佛教名山原本为人们心目中的

清净之地，如今却卷入“圈钱”大潮，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

佛教名山上市其实是旅游景区上市的

“升级版”，此前，不少旅游景区都以各种方

式打包上市。上市意味着旅游景区走上公

司化、市场化道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

任，一方面在资本市场“圈钱”，另一方面势

必强化在景区的“圈钱”力度。众所周知，

我国许多旅游景区一直是“圈钱”能手。

国家宗教局官员说得好，寺庙道观是

满足信教群众宗教活动需求的场所，是民

间非营利组织。其实，其他景区景点何尝

不是满足人们旅游休闲需求的场所，何尝

不应该“非营利”。其他国家没有将宗教

场所打包上市的先例，事实上，其他国家

也很少有将旅游景区打包上市的做法。

个中原因在于：大好河山为全体国民所

有，地方政府不能将其“圈”起来据为己

有，更不能“圈”起来作为公司资产。景区

可以收取门票，但门票收入够维持景区运

转即可，而不应靠其发财。景区景点天然

具有非营利性，却被异化为一种盈利工

具；人们本该拥有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权

利，但这种权利被畸高的收费所消解；旅

游本应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但众多旅游

景区却在市场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

说景区市场化是一条歧途，那么景区上市

则是在这条歧途上陷入迷津。

晏扬

景区争相上市让旅游
离公益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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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论W
weipinglun城管出国考察，关键要考察到真货

星 雨

自 3 月份广州市

政府发文要求各部门

公布“三公”经费以来，

已在官网上晒出自家

账单的单位仍然定格

在 39 个。城管系统堪称“见识最广”部

门，奔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

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十地考察学习。（7月 4日《南方日

报》）

城管出国考察，让人哭笑不得。如

果其他部门出国还情有可原，而国外压

根就没有城管，城管如何考察？正如网

友所称，在不少国家，路边是交警的事，

经营是工商局的事，餐饮是食品药品局

的事，我们的城管考哪门子察？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笔者倒觉得，如果考察符合规定，

城管只要用心学习，哪怕不是向外国

城 管 学 ，还 是 可 以 学 到 不 少 东 西 的 。

不妨作一假设，如果摊贩能够自觉，而

管理部门能够遵守法律，意识到公民

创业的价值，两者自然可以和谐共处，

自然看不到或很少看到执法人员追逐

非法摊贩的场面了。广州城管到美国

学习，是不是该学习管理部门的守法

意识？

其实，广州城管最该到印度学习。

在举行英联邦运动会前夕，印度新德里

发动了一场大规模驱逐摊贩行动，结果

引起了摊贩的愤怒，印度全国街头小贩

联合会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

最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禁止政府

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

经营的权利。且看裁决书的一些金句：

“颁布法律保护整个街头小贩群体是联

合政府的宪法责任。”“街头叫卖是宪法

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每个社会体系都

必须迎合其成员的需求，让他们能够生

存。”

人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

果承认摊贩在街头叫卖的权利，如果有

专门的法律保护摊贩，如果严格规范管

理部门的权力，城管与摊贩还会水火不

容吗？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如果真学到

了先进经验，该有多好？就怕人家城管

压根就是把考察当作旅游，意在到花花

世界散散心、开开眼，你还真心认为人家

是学习先进经验，这就有点对牛弹琴、自

作多情了。

“一人种房（指违规建房，套

取补偿款），家破人亡。”

——近日，一条出现在贵阳

百花湖乡的标语引发热议，不少

网友直呼标语太过雷人。昨天，

百花湖乡政府村建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之所以贴出这个标语，

主要是通俗易懂，吸引村民“眼

球”，让村民知道种房的危害性，

根本没有威胁村民的意思。

“收取的风险押金医院建综

合楼用了，尽管经济状况好转，

但一次性还清有困难。”

——河北省邢台市女子刘

芸为进大医院当护士，按照医院

要求交了10万元入职，刘芸父亲

称医院承诺10万元钱于10年后

归还。经记者调查，风险押金根

据学历不同而有不同额度。医

院院长回应称。

王石川

时评S shiping

钟倩

7 月 2 日凌晨，山东烟台开发区发生

一起火灾，夺去了这位江苏籍老总的生

命。他叫周江疆，是通州建筑总公司第十

分公司的总经理。周江疆第一个发现火

情，边逃生边大声呼叫沉睡的员工，自己

安全撤离后却又冲进火场救人，10个人都

获救了，他却再也没有走出来。（7月4日

《新民晚报》）

周江疆火海救人，源于他高度的责任

感，工作中的谦和平易，与员工打成一片，

如他的同事所说，“他从来不因为自己是

有钱人，而只和富家子弟交往，出去应酬，

经常给加班的门卫带酒和饭菜回来”。这

与其说是他爱岗敬业、不为官名的高尚品

质，不如说是他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如女作家六六的教子心得，“我们送

给世界的礼物——我们的孩子，不是为了

给他们良好的物质享受，让他们生来就放

弃奋斗的权利，而是要让他用自己的双手

创建属于自己的、像我们一样荣耀的人

生。”“高富帅”也好，富家女也罢，只要家

庭教育得当，父母能够正确引导他们，他

们就能成为社会的栋梁。而“高富帅”火

海救人这件事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正是

在此——不要盲目地给富二代贴标签，应

多深思一下他们行为背后的教育问题，这

不仅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发展，更关键的还

有利于下一代的成才。

“高富帅”火海救人
背后的富二代教育启示

游客浪费厕纸心理探微

端午小长假，一些来青岛旅游的游客

发现，岛城前海一线一些景区的公厕有了

免费卫生纸。但6月24日下午记者在青岛

前海五四广场东侧一间公厕看到，一盘270

米长的卫生纸仅剩四分之一，有的游客使

用很是浪费，如厕完临走还扯上一段放在

包里带走，前后不到半小时卫生纸又少了

一半。（7月4日《大众日报》）

常言道：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

厕纸虽小，但浪费厕纸这样的小事几乎天

天在发生，问题并不仅仅止于端午小长假

的青岛。

问题的原因在哪里？笔者以为，首先，

说明公民行为训练的缺乏。浪费厕纸事

小，折射的道德建设困境事大。一味地重

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公

民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笔者相

信景区的现场肯定少不了诸如“爱护公共

物品是美德”之类的生硬宣传标语，但灌输

过后，几乎没有效果。为何？笔者以为其

一，这是一种应急反应，这种行为是对长期

公共配套设施缺乏交学费，更是对道德灌

输的失败交学费。

其次，缺乏认同感。青岛是个美丽的

城市，尤其是它那靓丽的海岸线，犹如给

这座美丽的城市镶上了一道金边。不过，

景区主要是为游客服务的，游客来青岛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饱览岛城大好景色，而谈

起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则显得过于牵强。

虽然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

会，多元的社会，但是地域概念还是根植

于人心。而公民道德感是伴随着道德认

识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从认识上讲，地

域观念阻碍了人们对游览景区的道德感

升华，更多的游客认为自身是过客而不是

主人，并且疯涨的景区门票更让这种认同

感荡然无存，高票价下，导致许多游客将

浪费景区公共物品的行为看作是理所当

然的。

最后，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过于单一

化是问题的重要原因。厕纸虽小，但也属

于公共物品范畴。单一的政府供给制度，

导致此类物品“无主化”倾向加剧。看管此

类物品自然要增加公共支出，显然有可能

陷入得不偿失的境地。笔者认为，由于人

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

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

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

制，才能避免厕纸之类的公共物品沦为“无

主物品”，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

持续发展。

“北大校长十一助理”，多乎哉？

钱兆成

近日，网友“摆古论今”

微博透露，北大官网公布

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 11

位校长助理，5 位副校长等

共计 27（2 人兼任）人。一

个副部级的高校校长都拥

有 11 位助理，那么中央政

府各部委的部长们又有几

位助理呢？对此，记者专

门进行了查询，发现各部

委 部 长 助 理 的 数 量 都 很

少：其中最多的是商务部

和财政部，均为 4 人。（7月

4日《广州日报》）

说实话，对于北大的11

位校长助理现象，我和网友

一样反感，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逻辑：

将北大和各部委相比较，进而得出北大校

长助理过多的结论——大学当然应有一些

不苟同于世俗的气质，可我们现实中的大

学不就是“官场”吗？无论是领导们的级

别、日常的层级管理方式乃至学校职工的

心理认同，一切其实都是与官场接轨的。

既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既然官员数量臃

肿早已是寻常的现象，所谓助理数量的比

较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也无法成为批评

的论据。

以此观照，现实中“北大校长 11 助理”

多乎哉？它可能并不完全是说大学领导们

没有去行政化的觉悟，而是附加于大学评

价与考核体系之上的僵化方式，以及它的

强化，会让他们作为的空间越来越小，让

“11 校 长 助 理 ”成 为 更 常 见 的 一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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