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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改造：请留住城市文化的根

来论 大学开放不止是拆墙这么简单

微议

25日，规划部门表示，将在北
京海淀区率先开展高校用地内城
市路网规划研究管理工作。目前，
人民大学、北科大、北理工、政法大
学及北航等高校已经重新钉桩道
路红线，以“优化街区路网结构”。

“拆墙”之后，封闭的大学校
园，不仅有望彻底开放，校内路
网与城市路网的对接互通，对于
城市交通的疏导效果，也将有目
共睹。不仅如此，大学“拆墙”更
有与国际接轨的意味。但凡去过
欧美大学的人，多半对其校园的
开放程度有深刻印象。笔者曾访
问过英国的牛津大学以及美国

的芝加哥大学，这些赫赫有名的
国际一流大学， 不仅不设围墙，
甚至连个拍照留念的大门都没
有。 由于与周边社区完全融合，
根本没有任何边界，校园内的道
路和街景与周边社区也没有明
显差异，对于参观者来说，究竟
有没有进入校区，很多时候判断
起来相当麻烦。

相形之下，有着宏大校门和
封闭围墙的国内大学，开放程度
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尽管海淀
区大学试点“拆墙”的目的，只是
出于改善城市交通的考量，但
“破墙” 效应对于大学开放程度

的提升，显然更令人期待。
当然， 大学对于拆墙的顾

虑，也并非全无道理。机动车道
穿越大学校园，会否让大学校园
不再清净，破坏校园环境，干扰
学子读书，大学“拆墙”后，安全
如何保障。对这些新问题，当然
不应无视。好在，开放式校园的
安全管理，早有践行者，国外的
开放式校园，对于校园安全的确
从不马虎，除了进入教学实验楼
与校舍需刷卡外，校方更不断提
醒学生校园开放性的风险，建议
学生夜间不要独自行走，为学生
开通夜间门对门的通勤巴士，紧

急电话和校园监控密布，夜间更
有警察在校园例行巡逻。这些公
共安全机制的到位，即便是周边
社区的治安并不理想，大学校园
的治安却能独树一帜， 在这方
面， 芝加哥大学就是个典型例
子。大学“拆墙”，学生权利与校
园安保显然是应有前提。

其实，大学的开放性，是不
是一定要“拆墙”才能实现，也不
必一概而论，国内大学与欧美大
学毕竟有着差异化的传统，仅仅
是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大学的墙
是不是就可以说拆就拆，的确也
需充分尊重大学的权利。■吴江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是我省
唯一的省级综合艺术研究机构，
位于明星里2号，前身为1951年8
月成立的“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
会”，后相继更名为“湖南省戏曲
研究所” 和“湖南省戏曲工作
室”， 最终定现名。“这是一幢有
着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建筑，承
载着湖南戏剧文化现代的辉煌
和记忆”，可如今，它面临着被拆
的命运。（见本报今日A15�版）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浪潮
中，长沙城已今非昔比。宽阔的
街道、高峻的大厦、过江的隧道、
仍在掘进的地铁，作为现代化都
市，该有的都拥有了，除了正在
规划与施工的轻轨。可城市建设

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共性问题：如
何处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
护的关系。 明星里2号之所以被
关注，正是因为它承载着湖南戏
剧史， 是长沙重要的文化遗产。
诚如戏曲界人士所言，“要是拆
了的话，湖南戏剧就找不到‘家’
了”。

是拆，还是“征而不拆”，还
是怎么处理？由于征收后的具体
规划尚不明朗，这个问题恐怕暂
时不好深究，但确实需要城市管
理者认真对待。文化是一座城市
的灵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说过，“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像
一部部史书，记录着城市的沧桑
岁月，唯有保留下来具有特殊意

义的文化遗产，才会使城市的历
史绵延不绝”。 正是那些古建筑
古地名，名山名楼名河，才铸就
了一个城市与众不同的身份名
片。明星里2号，虽然未必称得上
古建筑，但“这是一幢有着丰富
历史文化积淀的建筑”， 是城市
昔日诗情和灵性的体现，“承载
着湖南戏剧文化现代的辉煌和
记忆”， 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易从
我们生活中抹去的。

长沙作为国务院1982年首
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说
在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上，上交了
一份份优秀的答卷。但也不是尽
善尽美。比如与长沙王吴芮有关
的河西王陵公园， 生生被改为

“望月公园”。长沙国王陵遗址已
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可
保护的现状令人唏嘘。长沙在秦
为长沙郡治临湘县， 公元前204
年， 吴芮攻下长沙。《水经注·湘
水》中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
即芮所筑也。” 长沙王吴芮对于
长沙城的贡献厥功至伟，可长沙
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个
“符号”。那么，明星里2号呢？

没有新的文化创造，城市将
迷失方向。而丢失一脉相承的文
化遗产， 城市将失去文明记忆。
如何留住城市文化的根，这是对
城市管理者的一大考验。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滚滚洞庭水，轻轻芦苇荡。在
益阳沅江市的赤磊河畔， 大片的
芦苇作为造纸厂的原材料， 成为
了周围村民的经济支柱之一。近
年来，因环境污染、技术革新多个
因素，满地芦苇不再走俏。

“芦苇本身就可以食用，有很
多功效。”2011年， 陈建波带着自
己的团队来到了赤磊河畔。 通过
芦苇产品的研发、加工和销售，打
开了芦苇作为一种食品的市场，
改变了此前的尴尬局面。 如今周
边的乡民， 依靠这一片片的芦苇
荡，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

【创业】
转换角度，开辟另一块市场

距离沅江市约60公里的东
边，是盛产芦苇的泗湖山镇。在镇
子不远，是陈建波集收割、加工于
一体的厂房。公司共占地24亩，现

有员工287人。
“芦苇一直是沅江独特的资

源，共有80多万亩。”陈建波说，上
个世纪， 芦苇一直是造纸最主要
的原材料。可今年以来，由于环境
污染、技术革新等因素，整个芦苇
产业渐渐陷入困境。

2013年，沅江市委、市政府开
始考虑产业转型， 把芦苇造纸转
型为芦笋食品加工， 并出台一系
列举措扶持帮助芦笋加工企业。

在一些企业观望、 犹豫的时
候， 陈建波抓住了这次机会。当
年， 他和自己创立的平芝食品有
限公司的团队，率先加大投入、研
发和销售的力度， 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成了行业里的领路人。

短短三年不到， 陈建波的芦笋
食品加工年产值也从2013年的
1500万元，增加到去年的6000万元。
今年，预计年产值较去年翻一番。

【帮扶】
从农村出来的他， 最懂得的
就是感恩

今年44岁的陈建波告诉记
者， 自己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改嫁，他从小随爷爷奶奶长大。
如今小有成就的陈建波， 最懂得
的就是感恩二字。

在企业发展之初， 也是公司
最困难的时候。即便如此，陈建波
也主动找到政府部门对接， 要求
参与到精准扶贫中来。起初，他根
据部分贫困人员的自身条件，通
过捐资解难、 助学、 提供就业岗
位、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帮助
村民们脱贫。

刘勇是沅江草尾镇人，2岁
时母亲外出没了音信， 从小跟
体弱多病的父亲相依为命。4年
前，通过熟人介绍，刘勇进入到
平芝食品有限公司打工。进入到
公司那一刻， 刘勇格外珍惜这个
机会。每天都是第一个上班，最后
一个下班。

这一切，陈建波看在了眼里。
“扶贫是目的，但更要提供给他一
个致富、奋斗的机会。”通过自身
努力， 工作才两年多的刘勇被拟
提为公司车间主任。这一决议，获
得公司领导班子一致通过。

如今的刘勇， 也成了公司的
股东，年收入30多万元。

【传承】
曾经受过公司帮扶， 如今向
他人伸出双手

今年40岁的皮敬波， 父母早
逝，家里兄弟姐妹多，全家人靠6

亩田地来维持生活。2013年，在外
打工多年的皮敬波回到村里，被
陈建波请到公司当车间工人。

从起初的车间工人， 到后来
借钱入股， 如今皮敬波已成为公
司总经理，且每年有100多万的分
红。如今的皮敬波，也成为公司精
准扶贫领导小组的一员， 开始帮
助更多需要帮扶的人。

此外， 公司还成立了一家专
业合作社，负责芦笋的采摘、运输
和加工。而参与合作社的人员，都

是临近村里的村民。 陈建波算了
一笔账： 平芝食品有限公司在
2016年芦笋收购旺季， 需要临时
聘请员工3000多人， 采摘期达到
35天， 每天每人采剥芦笋收入为
200元，仅此一项，当地农民收入
就达到2100多万元。

“3年内， 帮助50户群众脱
贫。”这是当年陈建波立下的“军
令状”。如今，陈建波的公司早已
超额完成。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乔锐

做足芦苇文章，致富一方人

7月18日，沅江市泗湖山镇湖南平芝食品有限公司，陈建波（左二）在
检查芦笋罐头生产情况。 记者 赵持 摄

“前面有停车场， 下次注
意。”

近日，一张安徽桐城交
警开出的“空白罚单”在网络
热传。 收到此张罚单的是一
名外地车主， 起因是违章停
车。 这张罚单上并没有填写
扣分与罚款， 而是交警手写
的警告。

余温： 软执法有时更能
深入人心，为交警“人性化执
法”点赞。

缘于：法律无情人有情，
但在执法中不能带着感情，
不然不能维护法律的威严。

三二：少点罚款的冰冷，
多些劝诫引导， 或许会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空白罚单”
值得推广。

◆人物档案◆

姓名：陈建波
年龄：44岁
誓言：“3年内，帮助50户群众脱
贫。”如今早已超额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