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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4年前，河北省元氏县曾
因为一起城管和民众的对抗，
导致城管大队被撤销，一度成
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
县城。“没有城管了！”元氏县
城的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
街上一片繁荣，叫卖声此起彼
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

河图》。没有城管的状况仅持续了7个月，新组建的城
管大队便挂牌了……(7月27日《华商报》)

最近几个月，城管的负面新闻一直活跃在公众
视线。“城管打死瓜农”、“城管围殴”等事件一次次冲
击人们的眼球。 多起暴力事件，引起各方面的高度
重视。“城管”何去何从，既需要各方积极讨论，也需

要多种探索。
《华商报》的报道从多个角度解读了“城管”：一

是河北省元氏县4年前因一起事件撤销了城管大队，
结果大街上一片繁荣，小县城再现“清明上河图”的
场景。二是西安一个没有城管的蔬菜早市，摊位井然
有序。这都是在没有城管的情况下出现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场景，无疑是许多人所向往、现
代社会所需要的。繁华的街道，既让摊贩实现了自我
就业、自我保障，又方便了居民购物、生活；既是商业
繁荣的折射，也是安居乐业的反映。可以说，无论是
提振内需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场景。

或许有人会说，“清明上河图”的场景，会影响城
市交通，破坏城市形象。但笔者以为，这并非不可调

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如何设计和
创新。比如，一个城市应该多一些像西安这样没有城
管的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保障基本的市场
秩序。另外，也可通过协会管理、摊贩自治等实现有
序经营。

河北元氏县取消城管之后带来的是繁荣景象，
后来悄悄恢复城管似乎也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从元
氏县的情况来看，有城管和没有城管的县城面貌，差
异不大。而且，摊贩向城管缴费就有了“合法”手续，
摊贩不缴费只能偷偷摸摸摆摊。这似乎说明城管存
在的价值主要是收费，但收费却无法可依。显然，这
样的城管并无多少存在的必要。

现在，很多城市不仅不反思城管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还在不断为城管“扩权”，这让人忧虑。其实，城

市管理完全可以多角度探索：一种是治标式探索，如
“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另一种是治
本式探索。比如，建议制定相应法律来明确城管的定
位、权限等。但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城市的矛盾，不可
能依靠一个城管部门来化解，而是要从城市规划、交
通执法、环境保护等角度分别化解。如果城市规划画
出专门的市场让摊贩解决生计问题，如果交警部门
负责道路交通，环卫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能，工商部门
有效管理市场，没有城管完全可行。

虽然元氏县当时取消城管是无奈之举，但这一
举动却让人看到没有城管后的商业繁华与权利自
由。而西安设立一个没有城管的蔬菜早市，则是城市
治理的有益探索。笔者希望，城市在探索解决城管标
与本问题的时候，“没有城管”也是可供探索的选项。

近日，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致书《快乐老
人报》，就自己文革期间，批判一位叫张琼英
的老师而致歉。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
起”，“张老师已经快90岁了，再不说就来不
及了”，之后，道歉信得到了被道歉的张琼英
子女的温情回复：“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
疚了。”(7月27日《潇湘晨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都会有需要向别
人说声“抱歉”的时候。例如不小心踩了别人
的脚，比如无意中做错事使别人蒙受了损失，
再比如有意做某事甚至违法造成了对别人的伤
害，甚至某个集体和单位的行为，对其它集体
和单位、其他人带来不可挽回损失等。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面子情结、因为利益
之争，或者仅仅只是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原因，很多人不愿意说这声“抱歉”，以致
使很多事情由小变大，由良化恶。比如多看了
一眼而打群架，比如踩了别人脚没道歉而引起
群殴事件等等。可以说，我们中的很多人，确
实缺少一种勇于认错、敢于道歉的精神和勇
气。这也是退休教师温庆福45年后的一句“抱
歉”而引起我们关注和反思、感动与敬佩之
处。

7月25日晚，信阳交警在例行查酒
驾，在对牌号为豫SA7098小轿车进行检
测时。该车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推
交警一边把驾驶员往回拉，并不停地
喊：“谁敢查我的车？谁敢查我？我是
处级领导！”(7月28日人民网)

“太嚣张了，处级干部就能那么嚣

张吗？”昨日，说起前一天晚上发生的
事情，一位信阳市民非常生气。记者了
解到，车牌号为豫SA7098的小轿车是信
阳市体育局的公车，该中年男子为该局
的副局长姚世斌。对此事，目前有关部
门已经展开调查。

作 者/薛 一■ 漫 画

一所大别山脚下小镇上的中学——— 毛坦厂中学
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2 0 1 3年高考考生1 1 2 2 2
人，一本达线2503人，占22 . 3%，9312人过本科
线，达线率82 . 3%……连续4年都保持如此水准；今
年招46个复读班总计近8000人。毛坦厂中学被网友
封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以管理严格著称，
被学生称为“地狱”，但生源仍源源不断。 ( 7月28
日《燕赵都市报》)

在这个存放家长、考生希望与梦想的地方，教
室座位密得弯不下腰；“收起个性，跟着老师
干”；“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班主任管
着“上厕所和睡觉”、比军事化管理还要严格；
“这里是通往天堂的地狱”……如果说“将三个子
女打进北大”和“把两个儿子打进清华大学”的狼
爸只是另类家长的个人行为，那么，以“高考机
器”著称的“毛中模式”就是“狼爸”的集团化。
正是这个集团化“狼爸”，把高考彻头彻尾地异化
为流水线式的产业。

早些年，人们议论应试教育模式，说孩子们苦
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到了今天，已经有
了“升级版”。近年来，从“高考吊瓶班”到“学
生集体烧书”；从“给孩子服避孕药避例假”到
“启东市汇龙中学一名中学生众目睽睽之下讨伐教
育体制”，再到学生把高考复习班比作“地狱”，

足见高考大棒的挥舞越发起劲，升学率竞争呈现白
热化趋势。可以这么说，“状元榜”就是学校的
“终极荣誉”，班级升学率是老师的“车间利
润”，而每一个考生的成绩都是家长最大的“政绩
工程”。

“狼爸”集团化把高考拖入产业化的迷途，受
到了家长的青睐。比如毛中最高学费达4 . 8万元；
学生复读平均提升分数近100分，原来只够上专科
的也能跃升一本，因此有大量陪读家长。“毛中模
式”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为了让学生安
心学习，当地政府关停镇上的几乎所有娱乐场所，
这里找不到网吧、KTV、桌球室，在所有重要路口
都安装监控，防止学生乱跑。固然，这对校园安全
是有好处的，但从另一侧面折射了当地官员教育政
绩的扭曲和对应试教育的坚定支持。

现在，各地其实都有“毛中模式”。高考产业
化泯灭孩子的个性，误导家长，拖累社会，违背素
质教育的基本精神。以高考成绩论英雄，只能培养
“读书机器”，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但要改变
这一切，不是“毛中”们所能做到的，推行素质教
育，必须将教育改革引入深水区，通过均衡教育资
源，配套改革高考与高等教育制度、人才评价制
度，才能起到“源头活水”之效。

“毛中模式”把“狼爸”集团化

□ 梁江涛

“没有城管”，可供探索的选项
□ 冯海宁

7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野草书店老板含
泪宣布，他和老伴儿苦撑了3年之后，“现在连一千
块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清仓关门。南京的书店也
正在遭遇差不多的“困局”——— 它们正逐渐被一道
由网络围剿和高成本构建的高墙所包围。(7月28日

《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为了扶持实体书店，近期有关方

面正在研究针对实体书店财税方面的扶持政策，
未来实体书店的税费有望减免。减免税收，对实体
书店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能否救了实体书店，
恐也难说。归根到底，实体书店的出路还在自身。

由此想到，我国台湾同行的成功经验能否为
我们所借鉴呢？台湾有以性别为主题的书店，有融
咖啡馆、书店、寿司店于一体的书店……其中一家
书店“有河book”，位于淡水河边喧闹的观光区，以
闹中取静成为特色，还被资深书评人傅月庵赞为

“台湾风景最美的书店”。该店除了售卖图书之外，
还定期举办影展、诗歌交流会，从而吸引了不少爱
好者，他们即使不买书，也会来店里跟老板聊聊电
影，跟老板娘聊聊诗歌。

对比之下，台湾独立书店的经营之道，很值得
大陆同行参考，尤其是那些生存艰难的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经营不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实
体书店只要肯动脑筋，不是一点前途都没有的。

迟来的“抱歉”依然让人感动

□ 刘 鹏

台湾实体书店存活经验值得借鉴

□ 涵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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