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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论撷英

开车发微信、刷微博是拥堵原因。
——北京交通委称，高速上乱并

线以及司机不专心驾驶，边走边拍发
微信、刷微博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是
高速拥堵的重要原因

台风天气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同

样很危险，不会因此暂停处罚。
——台风来袭，为避开低洼地带，

温州不少车主把车从车库移到人行道，
结果被贴罚单。网友质疑：“遇重大自
然灾害，为何不能更加人性化执法？”
对此，行政执法部门作出上述答复

【新闻背景】崩山毁林，是为建
财神庙，山脚下一座，半山腰一座，各
有其主，当地官员称是“信仰自由”。
如此怪事发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著名旅游景点帽儿山。更令人吃惊
的是，两座财神庙均没有任何审批手
续……（10月8日《法制日报》）

宪法保护个人信仰自由，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人可以为了自己信仰财
神爷的自由而践踏国家法律，公然毁
坏山林。

这两座财神庙的“户主”，一个是
当地镇政府，一个是东北林业大学。
镇政府工作人员理应是坚定的无神
论者，其从何时开始“不问苍生问鬼
神”，信仰财神爷了？东北林业大学
最大的信仰应该是科学与学术，岂能
改弦更张，信奉财神？

镇政府与大学“齐供”财神庙，也
不难理解。一来，当地山清水秀，拥
有良好的度假资源，特别是近些年来
漂流生意开张之后游客如织，建一座
财神庙，烧香、拜佛、求签一条龙下

来，收入想必可观。
二来，这也是信仰缺失的表现。

镇政府不积极参与造林，林业大学不
积极保护林木，反而公然毁林，是不
是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的信仰早
已转向“拜金”，才会不惜破坏法律，
在没有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建造财神
庙保佑财源广进？

这些年，官员、大学迷信鬼神的
新闻接连不断。据《科学时报》报道，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最近完成
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
析研究”调查显示：有半数以上县处
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
公解梦”“求签”等迷信情况。

毁林建庙，跟“信仰自由”没有半
毛钱关系，说到底，还是跟利益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比起毁林建
庙，更可悲的是，公然埋炸药、开山、毁
林……监管部门为何皆装聋作哑？

对此事必须一查到底，“信仰自
由”不能演变成信“钱”自由，在金钱
的摆弄下僭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洛浦听风

毁林建庙跟“信仰自由”
有半毛钱关系？

陈小二

规范楼盘命名
先要明确命名权归属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命名权理应是产权的一部分，楼盘命名权
应由产权人享有。只要相应比例的业主同意
更改楼盘名称，开发商当初为了营销便利而起
的那些不靠谱的洋名、怪名，就理应被改掉。

【新闻背景】“吾日三省吾身：高
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这
是悬挂在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高
三（14）班的另类冲刺标语。这是由
一名同学提出，经全班公选后悬挂
的。公选程序的进行，让该班班主任
从最初“不太认可”到最终“表示赞
成”。（10月8日《华西都市报》）

不论是“不努力，当屌丝”，还是
“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抑
或是“滚去学习”，都异曲同工地说
明：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
让人人渴望“出人头地”。

作为一个身份界定的词，“高富
帅”揭示了有钱人在日常生活中和婚
恋市场上的抢手地位。当一个社会

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的好坏，
并乐于在文化上建构这样的标准时，
缺少优越家庭背景和现实物质财富
的“屌丝”就成了失败者。

社会流动藩篱越树越高，通过高
考寻求一种人生突破的可能，成为寒
门子弟最大的希望所在。为了在未
来拥有一条光明大道，学生们不惜

“矮化”自己，逼迫自己“往死里学”成
为一种悲壮得近乎残酷的励志。

“滚去学习”的励志标语，是高中
生价值观的外部投影，是对励志的片
面化解读。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走
出认知误区，但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观
念，还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
渠道。

近几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洋地名”
让人眼花缭乱，洛阳命名乱象虽不甚突
出，但也有“曼哈顿广场”“加州 1885”
等洋名楼盘。近日通过的新《河南省地
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宾馆、商场、写
字楼等大型建筑物及居民住宅区名称，
禁用外国人名和地名。

上午在“瑞士风情小镇”散步，中午
到“莱茵河畔”小憩，下午赶往“荷兰
村”……在很多城市，足不出户就能“欧
洲一日游”。

因为客户对楼盘项目最初的了解
就是名字，开发商在起名上可谓无所不
用其极，将“不怕恶心人，只怕人不恶
心”的“忽悠绝学”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无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因为，楼盘名称也是城市地名的一部
分，它代表着一种城市形象，反映着当
地的人文或自然地理特征。洋名、怪名
泛滥，让我们的城市地名日益陷入粗俗
与怪异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地
名文化被开发商“绑架”了。

当然，为了卖房子，在项目名称上
“名不惊人死不休”是最简单的招数。
有人认为，有国际范儿的名字能提升城
市档次，这简直荒谬至极。具体到开发
商，起一些洋名、怪名，的确能迎合一些

人崇洋媚外的消费需求——尽管此类
“需求”可能更多是开发商引导出来
的。但无论如何，指望开发商自动对楼
盘命名规范得体，这很不现实。

《地名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很明确，
包括城镇、区片、自然村及街、巷、居民区、
楼群（含楼、门号码）、建筑物等名称。

针对当前楼盘起洋名、怪名泛滥的
现象，我省出台强制性禁止规定有必
要。只不过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如对
楼盘命名这样的事情都“干预”过多，似
乎也有不妥之处——“审批”楼盘名称
好像说不过去。

因此，除了出台禁止性规定，更要
明确楼盘命名权的归属。现实是，楼盘
命名权基本被开发商垄断，在项目开发
建设前就先行确定了名称，购房人取得
房屋产权后亦无权变更。放眼全国，似
乎还没有业主自发给楼盘命名的先例。

可是，命名权理应是产权的一部
分，楼盘命名权应由产权人享有。只要
相应比例的业主同意更改楼盘名称，开
发商当初为了营销便利而起的那些不
靠谱的洋名、怪名，就理应被改掉。在
这个意义上，明确楼盘命名权归属，也
许要比规定“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
作为地名”更重要。

■漫画漫话

“滚去学习”励志背后的教育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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