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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F feichangdao
“到目前为止，在房地产调控政策

的作用下，内地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

呈现出量跌价滞的态势，预期再过一

个季度左右，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将

面临全面调整，房价会有所下降，但不

同城市表现不一，下降到什么程度不

好预测。”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4日在

大连举行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座谈会

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大多数有钱人的特点：1.比记

者更关心国家大事和传言；2.研究过军

队管理和动物世界；3.有一批只交流项

目的好朋友；4.默认和研习江湖规矩；

5.有自己亲自种的植物或养的动物；6.

金钱不在存折和卡上；子女在国外；7.

是瑞银或花旗客户；8.先是信老庄，在

犯事之前改信孔子和佛祖。

——来自新浪微博，坊间风传的有

钱人特点。

读报Ddubao

（7月4日 04版）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男人体会不

到的辛苦。趣味“孕”动会给参加活动的

男同胞们提供了一次体验“怀孕”的机

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像这样健康、有

趣，又能起到和睦家庭作用的活动应该

多多举办，比某些专门以炒作和宣扬低

俗价值的电视节目好多了。

社区工作者 胡秀琳

“教育罚单”颠覆“以罚代管”
金海燕

时评

发榜F fabang
世界八大情伤疗养地

1 印度列城(Leh)

6 尼科巴群岛
首先，房地产市场也好，其他经济问题

也好，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中太多的规

律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此前提下，谁也

不能自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如果真有所谓

绝对真理的话，那么当初房地产市场的飙

升就应问责。既然大家都在认识过程中，

那么谁有权代言“理性”呢？谁又有权以

“理性”为名，对他人提出行为要求呢？

第二，以“理性”代言自居，隐含了这样

的前提：凡是不同意见，凡是对我的批评，

那都是不“理性”的，既然不“理性”，那么还

值得重视吗？现实是，面对批评、质疑之

声，很多专家动辄以“理性”为名，究其一

点，不计其余，予以掩饰、开脱，这与温家宝

总理提出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行使批评

权、监督权，是如此的不协调。

第三，“理性”从来就是双向的，而不是

单方面的。你不能要求别人都“理性”，而

自己却不“理性”。一方面是国企老总怒斥

穷人，让买不起房的人滚出大城市，另一方

面又说是丈母娘、未婚同居推高房价，在这

样的氛围下，你又怎能要求别人“理性”、

“正确”呢？如果不希望别人讨论，不希望

别人提意见，完全可以干脆、直接地说出

来，尚可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何必非要拿

“理性”曲折说事儿呢？

第四，每个人都是热爱“理性”的，也都

具有“理性”潜质，作为人，这是他与生俱来

的本能。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突然就“不

理性”了呢？道理很简单，当环境“不理性”

时，当制度安排“不理性”时，当通过“理性”

无法达成目的，而通过“不理性”却屡屡成

为可能的时候，那么，“不理性”又怎么可能

不泛滥？对此，我们应该检讨的究竟是某

个个体的“不理性”，还是整个机制的“不理

性”？当制度在源源不断制造着“不理性”

时，口头高呼“理性”又有何意义？

尤其值得警醒的是，我们有太多的美

好词汇，在体制文化的浸染下，已改变其本

意。“理性”一词如今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风

险。不是今天的人们不喜欢“理性”，不相

信“理性”，只是现实里的“理性”已经成为

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幌子，而令人厌恶。但

是如果连“理性”都成了贬义词，这个社会

的精神又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呢？而问题还

在于，当真正的沟通与信任消逝后，又有怎

样的价值维度不会最终被妖魔化？

这是一个不怕“理性”，怕“理性犯”的

时代，但愿那些动辄拿“理性”扣帽子的大

人们，能够三思而后行。

请专家们少用“理性”扣帽子
陈辉

“房地产市场正回归理性”、“要理性正确看待某某问题”……如今，类

似的腔调在各类经济话题里此起彼伏，“理性”成了专家们的私有财产，动

辄呼唤，以点化我等愚众。这样的“理性”令人不得不怀疑。

据《重庆晚报》报道，重

庆女子交巡警从成立至今

的14天里，开出罚单1000

多张，其中70%都是警告教

育罚单，为交通管理处罚带来“新气象”。

在如今的城市里，乱停车、违反交通

标志等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在很多地方，

整治这些交通违规行为的唯一办法，往往

只是罚款一法。前几天我就曾看到，几位

交通警察正在一家卖场外，给马路边一长

溜占道停车的车辆贴罚款单。其实，那里

的马路上天天都停着一长溜汽车，却并无

交警来向司机提出警告，因此，前来卖场

购物或到附近饭店用餐的人们，也就习以

为常地把车停在了这段马路上，占了慢车

道甚至人行道。对这些车辆处以罚款，的

确符合规定，然而从人性化执法的角度而

言，却有点“不教而诛”的味道。

在此背景下，七成教育罚单的“新气

象”确实值得称赞。它显示“以罚代管”模

式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罚代

管，不仅会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制造

对立情绪，影响社会和谐，也为某些管理

者的惰政创造了条件，使一些社会管理者

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反之，一些

社会管理部门把罚款当成谋取部门利益

的手段，制定罚款指标，分摊罚款收益，引

起乱罚款、乱收费，滋生腐败现象。

重庆女子交警的七成教育罚单，是对

传统的“以罚代管”模式的颠覆，折射出管

理就是服务、教育是管理先导的观念，应当

成为一次良好的开端，得到更大范围的推

广。当然，对屡教不改或严重违法行为仍

应处以罚款，而且作为惩罚的“教育”，也可

以有更多的有效形式，譬如让违规司机接

受交通法规学习、担当义务执勤等等。

7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2 意大利托斯卡纳

3 英格兰曼彻斯特

4 南非西开普敦

5 南极洲

8 加拿大伊劳拉镇

点评：爱情甜蜜，情场得意？痛心

分手，伤心孤独？无论是哪种情况，只

要想外出旅游，权威旅行指南“孤独星

球”(Lonely Planet)编撰的“结婚/分手

疗伤的顶级景点”排行榜都不失为一

项好参考。 发榜机构：Lonely Planet

时事乱炖Sshishiluandun

近日，一名网友和同学去烟台实习时，

到烟台金沙滩“隆顺海上乐园”游玩，同学

在海滩板凳上坐了2分钟都不到，“一个大

哥过来就要收一百块钱，不给钱就要扣人，

旁边站了几个小混混似的人物”，最后给了

100块钱才脱身。原来，这个破木头板凳

居然明码标价“100元/小时”。

板凳最近确实大热。比如在世博园，

板凳就大行其道，十来块钱就有交易。至

于像烟台这种只能固步自封的品种，园里

多得很，随便坐，根本无需另外付费。可是

在金沙滩，坐一下就要100元的板凳价，越

过了诸多招待所，直逼连锁酒店房价，而管

理部门面对着堪称史上最贵的座位价，却

好像睡着了。

世博园游客还是幸运：每天开园15

小时、50多万的客流，一圈圈少则两三个

小时，多则五六个钟头的长蛇阵面前，任你

是铁打的金刚，最后也要想念板凳上坐一

下的舒坦。园内那么多免费的板凳，按照

烟台这个乐园的思路，该是天大的一笔利

润啊……

来源：新华网

“金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