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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升级”助推“小镇升值”，这是一个文化大课题。

吴山时评⊙⊙

本报评论员 徐迅雷

有种生活风格，叫小镇；有种文化风情，叫小镇；有种

梦想风帆，叫小镇。

新华社 6 月 26 日报道说，一个月后，美国艺术家安·
汉密尔顿的装置作品《唧唧复唧唧》，将在乌镇国乐剧院

展出——一台老式织机摆放在舞台中央，线轴连在剧场

的座椅上，整个剧院将化身一台体量硕大的手工织布

机。这是应乌镇国际当代艺术展之邀，汉密尔顿创作并

展出的作品。自今年 2 月起，首次来到乌镇的汉密尔顿

和她的学生，挨家挨户去敲当地居民的门，收集居民不要

的旧毛衣。从传统文化到当代艺术，中国江南古镇正走

在“文化升级”之路上。

既有的文化，让“江南小镇”变成了“江南古镇”，变成

了“旅游热镇”。作为一个有 1300 年历史的文化古镇，乌

镇 2015 年游客量超过 970 万人次，是中国接待量最大的

单体景区之一。但仅仅躺在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

名镇”上过幸福的日子是不够的，所以乌镇期待一步步的

“文化升级”。

文化是小镇之魂。文化化人，文化是人创造的，又是

熏陶人的。经典文化的传承，一定能够引起后代的共

鸣。199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卡，在她的名诗

《博物馆》中说：“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

的鞋打败了右脚。”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家乡在浙江

南浔的著名作家徐迟，以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

镇》，给“水晶晶的家乡”留下了不灭的文化记忆。我聆听

着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去到台湾的鹿港小镇，感受民俗

文化的风华，体会“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体会“徘徊

在文明里的人们”，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行政地域概念的小镇之外，浙江崛起一批“特色小

镇”。2015 年 6 月，浙江首批 37 个省级特色小镇名单公

布；2016 年 6 月，发布特色小镇 2015 年度考核成绩单，其

中 7 个被评为优秀，9 个良好，17 个合格，还有 3 个被警

告，1 个被降格。在 7 个“优秀小镇”名单中，杭州有 3 个

——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西湖云栖小镇、余杭梦想小

镇。《杭州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 3 位小镇“镇长”，揭示

“优秀小镇”的优秀的DNA：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构建了一个“金融生态圈”，3 年

来税收实现“三级跳”，今年小镇税收预计将突破10亿元

大关；云栖小镇，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云计算产业链条，

去年近 80 亿元总产值中涉云产值近 30 亿元；梦想小镇，

最大限度地降低创业成本，形成“新陈代谢”的良性循环，

从粮仓到“良仓”，集聚创业者近 5900 名、项目近 640 个，

开园当年税收过百亿⋯⋯

毫无疑问，“特色小镇”的模式，肩负的是探索经济转

型升级的新使命。浙江要打造 100 个“特色小镇”，以此

为载体，扬起梦想风帆，释放蕴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之中的无穷创意和无限财富，着力打造创业创新的新生

态系统。“特色小镇”在扎稳脚跟之后，同样也需要重视

“文化升级”。“特色小镇”的文化底色是创业文化。创业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文化，是与经济直接挂钩的

文化，具有知、情、意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具有开拓、冒险

和创新的内涵，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

义，非常值得总结与抒写、传播与弘扬、保护与提升。在

珍重创业文化的同时，需要改善小镇人文环境、引进小镇

文化因子、完善小镇文化布局、优化小镇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镇民文化权利、树立小镇文化形象，等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文化升级”助推“小镇升值”。

这，总归是一个文化大课题。

青橄榄⊙⊙⊙

本报评论员 叶展旗（实习生）

“献出”、“征服”、“下贱”——无论如何，你都不会

想到，这些简单粗暴的词语会用在祖国的花朵身上；而

更让你想不到的是，这里的“神逻辑”出自一本正规出

版的高中教科书。

《高中生科学性教育》，这本江西省的性教育教

材，祭起“科学”的旗帜，却着实让 20 世纪的旧观念

辱了自己“21 世纪”出版社的名声。书中写道，“婚

前发生性行为，对女孩的心身伤害尤其巨大。女孩

因爱而献出身体，并不能增加男孩对她的爱，还会

被‘征服’她的男孩认为她‘下贱’，发生性关系反而

会使女孩失去爱情。”字里行间，戾气逼人，仿佛女

生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女孩因爱而献出身体”，

简单粗暴地被理解成只要发生了性关系，你就理应

低人一等，理应被人看不起。对于公众的质疑，出

版社甚至不以为然。辩称“因为有加引号，并不能

算侮辱女性”，在他们看来，这一颠倒黑白的错误，

不过只是用词不当罢了。

教材的“苦口婆心”，暗藏着的却是男尊女卑的

念头，女生是“下贱”的，男生就值得自豪？性，不是

交易和契约，不是资本和资源，更不是占有和奉献；

然而，男女之事却在不断被强加于“莫须有”的内涵

与规则。这就像眼下刚刚过去的高考，诚然，这是

重要的人生节点，学生都应全力以赴，但当人们在

高考二字下写上“一考定终身”的注释，这一考试就

变了味。无数人废寝忘食地投入到题海战术中，高

考失利便寻死觅活，甚至不上清北誓不罢休。这成

了一些人一辈子的骄傲，也成了另一些人一辈子不

能忘却的阴影。这就像那教材中被“征服”的她，要

“牢记阴影”。

对“婚前性行为”的污名化，若出自常人之口，旁人

尚且意识到已经不合时宜；一本“经江西省中小学教材

审查委员会审定”，面向全省高中的教材，说出这样的

话，必然会引发争议；不用说女老师、女同学看了心里

不是滋味，男老师、男同学看了恐怕也免不了尴尬、憋

气。对性别的歧视，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学课堂，不可谓

不悲哀。

对我国的学生来说，科学的性教育还太少、开展得

还太迟、还完全不够。编好性教育的教科书，是重任，

是大责，是严肃的事，但不是自己严肃到“提心吊胆”，

严肃到“路径依赖”，严肃到宁可“过时”而不讲科学。

冠名为“科学”的教科书，更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

责任、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性教育，从来是宜疏不宜

堵，对性行为及其后果的充分了解，无疑胜过简单粗暴

的言语恐吓和道德绑架。从生理、心理、经济等多方面

考虑，能为自己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才是教育所应起

到的作用，而不是将“婚前性行为”一刀切地妖魔化，更

不是一味将恶果抛给女生一方。科学性教育的教材更

要讲科学！

编写针对中学生的性教育教科书，该怎么编、怎么

传播，编写者、审定者、出版者、教师、家长、学生，都应

该参与进来、进行讨论，而不是几个人“闭门造车”高高

在上让人不解。

科学性教育教材更要讲科学

热点聚焦⊙⊙⊙

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6 月 25 日起，上海正式终止

70岁以上沪籍老人持敬老卡免费

乘公交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老

年综合津贴”制度：65-69 岁每月

获 75 元 ；70-79 岁 每 月 150 元

⋯⋯100岁及以上每月600元。

老年人凭老年卡免费乘公

交，是国内很多城市普遍实行的

制度。但这一制度近年来也越来

越引起年轻群体的不满，被认为

对老年人乘车起到了“激励”作

用，让本已拥挤的公交、地铁更加

拥挤。于是年轻人提出建议：限

制老年卡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享受

免费。

“免费”对老年人乘车的“激

励”作用无可否认，但认为老年

卡加剧公交车拥挤却可能是一

个“错觉”。云南省昆明市搞过

一个调研：在每天高峰时段乘车

的 老 年 人 只 占 乘 客 总 量 的

7%-15% 。 而“ 错 觉 ”之 所 以 产

生，一是公交车确实很挤，乘客

之间会本能的互相排斥；二是老

年人享受了优惠，所以相比其他

人特别受到排斥。

如何保障老年人享受优惠的

权利与正常出行的权利，同时又能够消除社会

上根深蒂固的“老年人跟年轻人抢座位”的错

觉？上海取消老人卡，对老年人优惠由“暗补”

转向“明补”，不失为明智之举。

何谓“暗补”，何谓“明补”？以水价为例，

维持低价，同时给自来水企业财政补贴，是为

“暗补”；价格市场化，同时给困难家庭财政补

贴，是为“明补”。“暗补”之下，用水越多越占便

宜，反之就越吃亏，省下的都是别人的；“明补”

之下，居民则会按需用水、节约用水，省下的都

是自己的。老年人优惠乘车亦然，有老年卡而

不多乘车，等于吃亏；乘坐出租车、网约车，老

年卡无效；而对于那些行动不便、无法乘坐公

交车的老年人，老年卡等同于一张废纸。

老年人乘车优惠，“暗补”变“明补”，至少有

三方面意义：一是让这项福利惠及所有老年人

群体；二是鼓励老年人出行有更多选择；三是可

以打破社会“老年人跟年轻人抢座位”的错觉。

“明补”其实也就是“货币化”，也就是人们经常

讲的“发什么都不如发钱”，“货币化”已经成为

中国安置房的一个方向，也将是福利制度的一

个趋势。上海对老年人乘车实行“明补”，值得

推而广之。

必须指出的是，“明补”老年人乘车，绝对

不是要限制老年人乘车。“老年人跟年轻人抢

座位”是一个伪命题，公交资源短缺才是真问

题。保障老年人权益，只有“明补”还不够，关

键还是要不断增加、优化公交资源，让老年人

出行摆脱“挤”的困扰，摆脱年轻人异样的眼

光。同时也要对年轻朋友说一句：大家在同一

辆车上，应该“一致对外”——外面是什么？是

一辆辆小汽车。某种意义上，所有搭公交车出

行的人（包括老年人）都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占

用的道路资源最少。简单思维，似乎坐公交的

越少，公交就越宽松，事实上公交车现在拥挤

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人不愿坐

公交车所导致的。

民生民情民生民情⊙⊙

保障老年人权益，
只有“明补”还不够，关
键是不断增加、优化公
交资源，让老年人出行
摆脱“挤”的困扰，摆脱
年轻人异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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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郑晖

多地出现的疑似“毒跑道”事件，最

近有了新进展。央视等媒体探访河北

部分地市，发现诸多小作坊、小工厂利

用电缆皮、旧轮胎等橡胶废料，生产用

于铺设操场跑道的塑胶颗粒。公众此

前对“毒跑道”的质疑，得到了部分证实。

校园“毒跑道”产生的根源之复

杂、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带

来危害之大可能超乎想象。一条“跑

道”中隐含了劣质产品盛行、低价中

标、违规施工、标准缺失、验收不严等

一系列问题。

6 月 22 日，央视《经济半小时》乘胜

追击，继续播放“谁制造了‘毒跑道’”的

后续报道，曝光问题的另一方面：一条

塑胶跑道，从招标、采购、铺设、验收到正

式投入使用，涉及教育、质监、工商、环保

等多个部门。如果说跑道建设链条上

的企业流淌“不道德的血液”，那么监管

条线上的多个部门则是集体陷入“责任的打盹”。

究其原因，一位厂商表示：“塑胶跑道的监管确

实有点三不管，教育部门说我不懂，属于体育部门；体

育部门说学校的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质监那边说你

们走的是基建招标，不是货物采购，不归我管；住建部

门又说，你这又不是房子，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原本环环相扣的质量检测网、安全保障网，就在

这样的“不管”“不顾”“没关系”中破绽百出。导致一

批批来源不明、品种不清，甚至存在有毒成分的废料

和橡胶垃圾，经过简单粉碎、黏合之后就成为塑胶跑

道的原料，进而“一路绿灯”被铺装到校园中。公众

在面对自己孩子受伤害的同时，还要忍受相关部门

“踢皮球”。说到底，最伤不起的是孩子、是公众。

值得一提的是，“毒跑道”的重重隐患，不是一朝

一夕埋下的。早在 2003 年，国内行业专家就发出了

对聚氨酯跑道安全性的预警。当时提出，无论有毒

无毒，焦点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校园塑胶跑

道的化学毒性检测标准和专门的检测机构，在建造

过程中，单靠学校检验来达到环保要求很不现实。”

历史一直在重演，十几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疱疹恶

化为疮痈。

所幸的是，目前教育部回应：严处责任人，绝不

手软。体育总局局长也说：发挥力量，建好“三边”工

程。公众希望看到的是，在“毒跑道”事件中，该查的

查，该管的管，该问责的问责；寄望用“最严标准”终

结问题跑道，国家现行标准只是推荐性的，应重新修

订标准，将适用范围改为强制性；唤起各方责任意

识，对原材料选用、工艺技术、施工过程、产品验收等

环节进行全程监管；改进检测方法，把跑道上方的空

气质量纳入检测范围；彻查监管部门的腐败和失职，

切实厘清监管职责、做好分工协作⋯⋯只有共同织

就防范“毒跑道”的监督网，才能留给孩子们一条健

康环保的跑道。

公众希望看到的
是，在“毒跑道”事件
中，该查的查，该管的
管，该问责的问责，只
有共同织就防范“毒跑
道”的监督网，才能留
给孩子们一条健康环
保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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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漫谈⊙⊙

冠名为“科学”的教科书，更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责任、科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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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租房看学历 别把保障当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