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现在的考生压力更大。
以前能上名校很好，现在越来
越多考生成了必须要上名校。

---北京大学招办主任秦
春华表示，“高考独木桥”正演
变为“名校独木桥”

割“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
哪个专业一定包培养学生当
大官、赚大钱的，家长们千万
别逼孩子去读不喜欢的专业，
社会发展得太快，孩子们有自
己了解信息的网络和眼光，更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
声

割“让我能够有机会代表
中国亿万女性出征太空，我感
到无上光荣。虽然男女有别，
但挑战对每名航天员都是一
样的。”

---刘洋

割“好像中国人还没有完
全习惯开车，有时候只管自
己。多为别人考虑一点，别人
可以走，你也可以走了。”

---马丁(120救护车被困
车流，老外手挡汽车让其通
过)

割中国就像一个老农民，
背着一大袋钱，走到讲台上，
却讲不出话。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
长龙永图近日表示，尽管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但
在13亿人口中却很难找出一
位真正有分量的人才担任国
际金融组织的首脑

割我今天只是输掉了一
场比赛，你们不要试着刁难
我。我这个土场赛季表现不
错，我不是机器。

---网球选手李娜在法网
16强赛不敌资格赛选手舍夫
多娃，无缘卫冕法网。赛后，面
对失利以及各路媒体的追问，
李娜回答说

割人类犯错误，或是由于
无知，或是因为无耻，为一己
之利损害他人。进一步，无耻
也可以解释为无知的表现。我
相信，市场是人类应对无知和
约束无耻，特别是减少由于多
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相结合导致的灾难性错误的
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希望，
市场的逻辑能变成每一个人
的理念。 ---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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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有话枣说

马丁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葛 石平

一名老外手舞足蹈
地站在马路中间，又用双
手压在汽车前盖挡道，然
后 扭 身 打 手 势“ 指 挥 交
通”，一辆120救护车随即

“脱困”！日前，微博已有
1 0万网友转发讨论话题
“老外拦车为120开道”。6

月12日中午，四川省成都
市浆洗街老南门跨线桥
下堵成了一团，一辆 1 2 0

救护车被困车流中央，突
然 ，人 群 中 冲 出 一 名 老
外，遂发生了上述一幕。
公交车上的乘客拍下视
频并传到网上，这位名为

马丁的老外因此“一挡成
名”。

这件事情让人不由
得想起几年前在北京街
头洋老太客串交通执法
人员的一幕。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汽车时代已经来到，而且
快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乃至精神准备还没有做
好。拥有自己的汽车本来
是件好事，但现在看来来
得太快却显示了人们的
规则养成尚不充分。这里
仅谈谈在人与车之间，谁
最重要的话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44条、47条以及第53

条 1款的规定，行人和特
种车辆有优先通行权，这
种规定的道理人人明白，
无需赘言。然而行人在市
内公路上的通行优先权，
正在被肆意侵犯，既没有
法律授权，也没有行人认
可，市内公路悄然间就变
成了汽车的专用道路，道
路两旁用高高的铁栅栏
围起来，行人横穿公路只
能走斑马线或者过街天
桥，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行
人的安全，实则是为了方

便汽车，纯属本末倒置。
笔者想强调的是，有

些驾驶员之所以无视行
人的优先通行权，其根本
的原因还是没有深刻体
会汽车时代、文明驾车的
核心是以人为本、公共利
益 为 重 。美 国 是 汽 车 王
国，但其交通法规仍然以
行人为本，不但市内公路
高度照顾行人的路权，即
便洲际高速公路，汽车也
必须礼让行人。而且，不
单礼让行人，还要礼让动
物，无论阿猫阿狗，在美
国交通法规面前，都比汽

车重要的多。用一句话来
概括，只要是喘气的，就
比不喘气的重要。“行人
优先”在一些发达国家和
地区早已成为交通文明
中的共识。行人只要走上
人行横道线，一切车辆都
必须停下来让路。

在一个城市，当车辆
与 行 人 相 遇 时 ，是 车 让
人，还是人让车，考验着
一个城市的管理智慧和
文明程度。愿“行人优先”
的理念真正深入人们的
心中。切莫让马丁和洋老
太再给我们上课了。

要为麦秸真正找到“烧”以外的用处
葛 沛公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
全国各地小麦产区便浓烟
滚滚，看着一块块漆黑的
土地，闻着飘散而来的烟
灰，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焚
烧麦秸就是无法完全制
止？那些麦秸的利用为什
么推广不起来？

首先有一件事情可以
肯定，焚烧麦秸有着许多
的危害，除了最先想到的
空气污染外，影响交通安
全和造成火灾隐患的危害
更大。例如去年枣庄一名
七旬的老汉烧麦秸，结果
火势控制不住，自己因此
而丧命。那么烧麦秸的人
知不知道焚烧麦秸存在的

巨大危害呢？毫无疑问，他
们是知道的。

在以往对焚烧麦秸难
以制止的讨论中，都会提
到农民环保意识淡薄、不
了解焚烧麦秸的危害之类
的原因。其实不然，焚烧麦
秸的人不是不知道它的危
害，他们焚烧麦秸的真正
原因是，不知道除了“烧”
以外，还能怎么处理麦秸。
麦秸留在地里不仅会影响
接下来作物的种植，还很
容易滋生虫害。如果不留
在地里，人工清理出来十
分费时费力，而且即使清
理出来也无处可放。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烧”就成

了最好的选择，不仅省时
省力而且还能做肥料。

这时可能有人会问，
不是有麦秸的再利用吗？
既环保又能增加农民收入
的那种。确实，目前出现了
多种对于麦秸的再利用，
例如机械化翻地、作为沼
气池原料、有机蔬菜肥料、
甚至做成铅笔等等。但是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问
题：一是地域，在黑龙江等
地有使用大型联合收割机
将麦秸粉碎后撒在地里作
为肥料的，但是这只适用
于大型的粮食产区，而目
前焚烧麦秸的情况多是农
村小型的麦地，几十亩的

那种，使用大型联合收割
机不现实。二是成本，以麦
秸做有机蔬菜肥料为例，
使用麦秸肥料的各种成本
是直接买肥料使用的三倍
之多，普通的农民不大可
能种植高价的有机蔬菜，
所以必然亏本。

目前有许多好的麦秸
利用方式，但是那种高效、
便捷、适合普通农民使用、
可以短期大规模推广的
好方法却并没有，只有找
到除了“烧”以外真正适
合农民使用的麦秸利用
方式，才能一劳永逸的解
决麦秸焚烧所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

孩子的事，学会放手
葛 孙世华

看到《家教班轮番
“轰炸”陪考家长》(《齐
鲁晚报》6月12日报道)，作
为孩子家长，笔者想告诉
各位：孩子的事，还是让
孩子自己当家作主好。否
则，过犹不及，只会适得
其反。

曾经，笔者也和如今
的很多家长一样，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包揽一
切，搞得他焦头烂额，不
知所措。如果参考发达国
家教育理念，一个最为突
出的中心思想就是：天高
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而
恰恰是这句由我们中国人
自己总结的哲学思想，偏
偏不能言传身教，以至发
展到现在，连培训机构的

投机分子们都看准了行
情，死缠烂打，盯住孩子
家长不放。

在新加坡的教育中，
有一个十分人性化的东西
我们应该借鉴：他们承认
人的智力不一样，承认人
的爱好追求不一样。为
此，他们的学校和家长不
会强迫孩子去学自己不感

兴趣的东西，也不会强行
让孩子接受名目繁多的培
训。而是因势利导，因人
而异，循序渐进，让孩子
自己当家作主。

故此，孩子的事，应
该尽量让他自己思考和做
出决定，该放手就放手，
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矫
枉过正。毕竟，他要长

大，要经历风雨，将来还
要独自面对人生。

孩子的事，越是早些
让他身体力行，独立自
主，对他的好处就会越
多，而与此同时，那种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高学
历、低素质、不懂返哺之
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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