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气功大师”快收了神通吧！
江德斌

“气功大师”王林自称，他的特异功

能在日本经过17个科学家7天7夜测试，

被专门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请他出国定

居，承诺给他 70 张绿卡，而他舍不得家

乡不肯去。王林自称和原铁道部部长刘

志军是好朋友，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

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7月22日《新

京报》）

民众已经见识过无数充满传奇色彩

的“大师”，诸如气功大师严新、“神仙”道

长李一、用绿豆治百病的张梧本等等，均

曾经被吹得神乎其神，有无数忠实粉丝追

逐其后，对“大师”的言行举止顶礼膜拜。

可惜的是，这些所谓的“大师”只是

采取各种宣传手段，刻意包装出来的，目

的就是借机捞取名与利。

其实，只要稍微有些科学常识和生

活常识的人，都能从“气功大师”王林的

神奇故事里，发现其中的纰漏。比如王

林说“美国情报部门要给他70张绿卡”，

这分明就是非常低级的谎言，美国政府

会给一个人颁发这么多绿卡吗？不过是

为给其自身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罢了。

不过，诸多“大师”不断受到追捧，

却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民众科学素养

匮乏、社会理性精神欠缺、独立思考意

识不足等等，均是“大师”野蛮生长的良

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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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杂谈

“底特律破产”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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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近日，广东江门 23 岁的行人唐某在

G15 沈海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后，又被随后

经过的 33 辆车碰撞、碾轧，最终身亡。涉

案的 34 辆车无一停留、报案。（7月 22日

《京华时报》）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高速公路是禁止

行人和非机动车等通行和穿越的。唐某夜

间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并被撞，其自身无疑

存在过错和违法，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

这并不是说，既然唐某有过错，其就该被后

面来的33辆车碰撞、碾轧；也不是说，所有

车辆都可以无视唐某的生命，不用停车查

看，甚至连报警也用不着。

唐某不该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但34辆

车撞上了他，不可能所有车辆上的人，均没

有发现撞人了，即便是没有想到会撞上人，

撞上的是物品，是否也有责任和义务报警，

以避免后边的车辆也撞上。无论 34 辆车

无一停留、报警是否违法，但司机集体冷漠

的态度无疑都是让人遗憾和痛心的。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造成

了 34 辆车的集体冷漠？司机等人的责任

和良知意识缺失，显然是主观方面的原

因。但从客观特别是法律制度层面而言，

不尽合情与合理的一些法律规定，同样是

导致悲剧的祸根。比如法律方面的专家表

示，唐某被撞之后，所有赔偿加起来也不应

超过 10%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 34

辆车平均，每车只需要负责 0.3%的赔偿责

任。那么照此逻辑，撞上唐某的车越多，车

辆和司机的责任越小。

前几年，在交通肇事问题上，很多司

机有一个私下的偏执认知，即“撞伤不如

撞死”。后经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相关

宣传力度的加强，这种错误认识已经有所

改观。如今，车辆撞人不停的责任还没有

被追究，如同日前报道的某司机主动停车

报案而受刑责，其他肇事司机却逃之夭

夭，不予追究。如果停车却要承担主要责

任，已经无异于另一个“撞伤不如撞死”。

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至少，我们需要

在法律层面，做出相关明确规定，不能让

主动承担责任者，反而比逃逸者付出的代

价要大。

刘鹏

非常道

官员叹息江门370亿核项目夭折:只能说没福气

“我们想到过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没想到反弹这么剧

烈，这个结局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江门鹤山核燃料项目

“死去”后一周，鹤山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无奈地说，这个项目真的没有民众担心的那样不安

全、不环保，遗憾的是我们的稳评机制不健全，10 天的时间

太短了。

小伙解衣救晕倒姑娘挨耳光：怎么解释都是流氓

湖南株洲市民李有青在一公交车站等车。身旁一名女子

突然晕倒在地。见周围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李有青首先试图

叫醒这名女子，但是她却一直没有反应。李有青又解开了她衬

衣的第一粒扣子。

这名女子醒来以后第一反应就是甩了李有青一巴掌。李

有青耐着性子向她解释了一番。没想到听到解释以后，该名女

子只是客套地说了一声谢谢，就转身离开去。

“怎么解释都还以为我耍流氓。”李有青告诉记者。

34辆车肇事
无一停留报案让人痛心

堂吉伟德

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18日提出破

产保护申请，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

的城市破产案例。底特律负债现估计为

185亿美元。如果联邦政府介入援助，估

计需要200亿美元。就出手相助，美国联

邦政府表现得不感兴趣；与此同时，地方

政府也没有积极求援。（《深圳商报》7月

22日）

有道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

然花开花落、生老病死本是自然常态，

对于一座城而言，其实同样难免要经历

类似的生命周期。事实上，若是放眼更

宽泛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发展、辉煌、没

落与消匿，其实早已不乏先例。从这个

角度来看，对于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

申请破产也没必要过于哀叹，甚至过度

解读。

某种程度上，底特律城的衰落，绝非

英年早逝，也不是毫无征兆的猝死，而是

早已显出颓势。尽管底特律在上个世纪

初曾经创造了把蓝领工人打造为中产阶

级的奇迹，汽车工人的美好生活和消费实

力使底特律城繁荣而充满生机，并于1963

年达到顶峰，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

心。22万工人在35个巨大的汽车工厂工

作，最多时有多达200万人居住在这里。

尽管对于仍处于发展上升期的中国

城市而言，大洋彼岸底特律城的命运，无

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发展阶段来看，都相当

遥远，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底特律

的教训，对于中国城市而言，恐怕绝非隔

岸观火那般轻松快意，甚至从一些中国城

市的身上，已然似曾相似的能够辨识出当

年底特律式的辉煌身影。无论是“电器之

城”、“鞋业之乡”抑或是各种各样的“制造

业之都”，在短期内迅速制造出巨额的商

业价值，并带来GDP与税收暴涨之后，单

一的产业格局之下，埋藏的又何尝不是

“底特律式”的危机与风险呢？

再联系当下国内城镇化进程中的房

地产造城热，“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浮躁

心态下，又怎能不吹起一座座“虚胖”的

城市，当一些地区已然出现的“鬼城”现

象，出师未捷身先死，城镇化中的急功近

利与泡沫化迹象，恐怕要比底特律更加

悲催和令人担忧。

基于此，底特律面临的破产危机，固

然有其特殊的形成因素与背景，但是，对

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却未尝

不是个警示。没有一座城市希望在短暂

的繁荣之后便成为昨日黄花，那么城市

化进程如何才能具备可持续性，又如何

规避“底特律式”的发展陷阱，但愿底特

律破产的警钟，敲得还算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