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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翔
中南大学决定破格聘任攻克国

际数学难题的在校学生刘路为正教
授级研究员，22岁的刘路因此成为
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数学家对记者表示此举
有些“ 荒唐”。但这位数学家不愿对
刘路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价。

（ 据《 中国青年报》）
杰出青年学子因为攻克数学难

题而蜚声国际，进而在国内赢得一
片赞誉，这样的景象无疑是公众所
乐见的。相比弥漫当下的金钱崇拜，
这种爱好科学并且做出成绩的青年
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越有
前途。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最受青
年学生崇拜的偶像，竟然几乎全部
都是文体明星；这样的结果固然有
其合理性，但也有其悲哀所在。在心

理上，公众其实很需要更多像刘路
这样的青年代表，这也是为什么刘
路会受到媒体如此高度关注的缘由
所在。

当然，因为太多“ 伤仲永”的教
训，人们也担心公众的过度赞誉是
对刘路的捧杀；尤其是，当兴奋的公
权介入进来，带着极强的功利心参
与对刘路的宣传或奖赏，刘路原本
平静的学习研究生活可能会被打
破。但正如刘路自己说的，人生好比
一道数学题，外在环境只能影响你
的速度，或牵引加速，或阻碍减速，
决定最后终点的人只有你自己。我
相信，只要外界舆论尤其是公权部
门，将对刘路的关心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所谓捧杀完全可以避免。

当然，对于同行的质疑也不该
忽视，但这应该关注于具体问题的

分析，即刘路的学术成果是否足够。
对专门的数学问题，普通人没有发
言资格，但学界应给出公论。或戳穿
泡沫，或给刘路一个认证免受“ 荒
唐”之类的质疑。相比那种论资排辈
的排排坐吃果果，完全看能力与贡
献的不拘一格选人才，显然才是真
正最公平的。

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社会，
就应该像广告词说的那样：一切皆
有可能。年轻的学者做出科学研究
成果，不必非要署上导师的名字；有
能力的年轻人成为教授，也不必非
得从讲师一步步做起。这些年，一个
比较可喜的现象是，见诸报端的“ 最
年轻教授” 的年龄正越来越小。当
年，陈章良29岁被聘北大教授，成为
最年轻教授；前年，27岁小伙周涛受
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去年，28岁邓

露担任湖南大学博导⋯⋯事实上，
这个曾被称为“ 最年轻教授”的名
单还有很长。

“ 最年轻教授”屡创新低，这
究竟是好事，还是“ 荒唐”事呢？对
于奇才与人才而言，当然是好事；
只有对庸才与妒能者，才显得“ 荒
唐”。想想民国时期，最年轻的教授
叶公超也只有22岁，二十余岁的教
授更是一大批，胡适、朱自清、周培
源、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等，无
不如是。让年轻学者的学术黄金期
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全心治学，而不
至于为了教授职称而无谓地浪费
牺牲，这难道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吗？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需要有
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需要一切以
学术能力说话，不搞论资排辈，不
惧破格选才。

公交卡利息
不应成为秘密

□钟学城
昨日，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

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 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
巨额押金利息去向。公开资料显示，
北京市已发放约4000万张公交一卡
通，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按银行一年
定期存款利率3.50%计算，仅沉淀押
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

（ 据新华网）
公交卡收取押金，不仅在一地，

在不少城市都实行。可是多年来，公
交卡押金及利息数一直是个秘密。

据媒体透露：一张IC卡工本费约3
元钱，为何不以卡的成本出售，而是以
押金的形式替代？押金虽说可以退回，
但是此种卡是日常用卡，会遭退的卡
比例不会很高，押金成年积累，由此带
来的利息也不少，远远超过卡的成本
价，给公交部门带来的利该是多大？

按说公交卡的利息是用户的押金
形成，公交部门只有代管的义务，没有
使用押金利息的权利，理当按照交押
金的时间，将利息还给持卡人，可是到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公交部
门将产生的利息存入个人卡中，这些
利息都被公交部门无偿的占有。

多年来，公交卡押金及利息流向
何方一直是个谜，为之付出者根本就
不知晓，因而备受公众诟病，但令人遗
憾的是，此方面回复少之又少，出处不
透明。公交卡收取押金说不清道不明，
凭什么收，用之何方，逐年来像滚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这不是小事，关系到公
众的利益，也希望有关部门不再搪塞，
应尽快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说法。

□汪昌莲
浙江金华市公交公司某车队办

公室内贴有一张“ 豪车辨识图”，方
便司机学习识别豪车。工作人员表
示，因目前公交车优先意识不普及，
为避免天价赔偿，需要提醒司机避
让豪车，“ 看到豪车撞不起，那只有
躲得起了。”

（ 据浙江在线）
在城市倡导公交优先的语境

下，公交车应该同警车、消防车、校
车等特殊车辆一道，成为城市车辆
中的“ 强势群体”，拥有充分的道路
使用权和优先行驶权，这也是公交
车给普通市民带来的仅有的社会优
越感。然而，浙江金华市公交公司绘
制出一张所谓的“ 豪车辨识图”，以
此告诫司机“ 公交车要躲豪车”，表
明在豪车面前，公交车也是车辆中
的“ 弱势群体”。

从表面上看，公交公司绘制出
“ 豪车辨识图”，告诫司机“ 公交车

要躲豪车”，是为了维护公司和司机
的经济利益，避免因公交车“ 吻”了
豪车造成巨额经济赔偿。但仔细分析
发现，“ 豪车辨识图” 放大了一种复
杂的社会弱势心态。首先，能够拥有
豪车的人非权即贵，这类人“ 撞不
起”但“ 躲得起”，可见公交公司躲
的不是豪车而是权贵，这是一种自虐
式的“ 仇富”心态。再者，在其他的普
通社会车辆面前，公交车是“ 弱者中
的强者”，自然是“ 当仁不让”，即便
是撞在了一起，反正普通社会车辆上
乘坐的也是普通人，咱姓“ 公”的公

交车也不惧怕纠纷和赔偿，这又是一
种恃强凌弱的“ 歧贫”心态。

问题是，公交车见豪车就躲，势
必会助长豪车横行霸道、违章行驶
的嚣张气焰，继而也会助推权贵频
频擅闯“ 红灯”。相反，公交车遇普
通社会车辆“ 当仁不让”，这种区别
对待的做法，在放大社会弱势心态
的同时，也放大了贫富差距，势必会

引起社会普通人群的不满，影响了
正常的交通秩序自不必说，更可能
会损害社会公平，破坏社会的和谐
稳定。因此，公交车见豪车就躲，无
论是“ 仇富”心态，还是“ 歧贫”心
态，都是一种社会病态。

值得注意的是，公交公司告诫司
机“ 公交车要躲豪车”，等于是主动
放弃了公交优先的权利，这是一种自

甘堕落的表现。然而，公交车自甘堕
落也就罢了，但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
和乘客安全为代价。要知道，“ 公交
车要躲豪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给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
胁，而乘坐公交车，生命安全是弱势
群体最大的尊严。因此，公交公司告
诫司机“ 公交车要躲豪车”，首先当
去问一问广大市民答不答应。

□杨涛
从河南省汝州市往西，行程5公

里左右后，在公路两侧停靠着面包
车、越野车、市政洒水车、市政园林
绿化车、小轿车、油罐车等各种车
辆，这样的长龙在公路两旁绵延10
公里左右。这些车辆都是报废车辆
经过翻新改装后重新出售的，由于
拼装车市场规模很大，这里被戏称
为中国“ 三汽”。

（ 据《 中国青年报》）
汽车使用达到一定期限，应当

及时报废更新，报废汽车翻新为国
家严格禁止。然而，在河南省汝州
市，报废汽车翻新改装却是绵延10

公里，号称中国“ 三汽”，报废汽车
翻新在这里已经十足的产业化，这
不仅是某个执法部门羞辱的问题。

这个道理很明显，如果在汝州
市出现一二家哪怕是十家、八家的
报废汽车翻新改装非法厂家，我们
尚可以说这是厂家狡猾的原因，或
者说是某些执法人员失职的问题。
但是，非法厂家已经是大规模公开
化、产业化，如果还将责任推向厂家
狡猾或者某些执法人员的失职、渎
职，那就太不诚实了。试想，绵延10
公里的非法厂家，他们不但公然违
反法律，而且也严重威胁到公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危及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那么。执法人员失职，他的
上司难道就看不到？执法部门不管，
当地政府就看不到？当地政府看不
到，司法机关就看不到？司法机关看
不到，代表着当地民众利益的当地
人大代表又怎么会看不到？当地人
大代表看不到，以“ 扒粪”为职能，
担任社会瞭望者的当地媒体怎么会
看不到呢？

遗憾的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了，居然
如此之多部门和人员集体都不看
到，都没有插手管理、监督。我猜
想，恐怕并不是他们集体看不到，或
许执法部门因为部门和个人私利看

不到，非法厂家自己都说没有任何
手续的车子“ 我们会给你送上高速
公路，交警不会查”；地方政府领导
看不到，或许因为这也是一个GDP
增长的产业⋯⋯权力居然如此集体
缺位，集体沦陷，集体养虎遗患。

这种制假售假的“ 产业化”不
仅是在河南省汝州市，在湖北十堰
市，报废汽车翻新也极具规模。不仅
在汽车报废行业，从“ 瘦肉精”、“ 地
沟油” 到泄露公务员考试、司法考
试、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试题，大规模

“ 产业化”的阴魂无处不在。如果我
们还只是谴责几个执法人员的失
职，那真可算离题太远。

在银行骗保，
银行岂能无责？

□段玉文
张先生到银行存款时，一名身穿

银行制服的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了一
项新的银行业务，结果却变成保险业
务。而当时隔一年后他打算退保时,
却被告知,原本5000元的保金只能拿
回2463元。 （ 据《 齐鲁晚报》）

此类骗保事件屡见报端。为什么
保险公司的招数一再得逞呢？看看事
实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储户在银行
里，看不到任何保险标识，听到工作
人员口口声声自称银行，谁能怀疑不
是银行业务？一旦在那份“ 银行工作
人员” 代为填写却内容全然不知的
合同上签字交款，再想取钱就要承担
毁约的巨大损失。这种行为，确实与
银行“ 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
大相径庭。银行推脱责任毫无道理。

如果说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谋骗
人，也许老百姓拿不到直接的证据。
但是，保险公司在银行内穿着银行制
服，打着银行旗号办公，向客户介绍
的也是银行产品，银行是知情并且认
可的。劝（ 实际上是骗）保签单时保
险人员随时现身，质疑退保时保险人
员就踪影全无，只能费尽周折到保险
公司交涉，如此的进退自如，没有银
行的全力保护是根本做不到的。

保险公司运用一些不正当的手
段吸保，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制
止。但是，银行作为主观意愿上的合
作者，绝不能就若无其事的逃避推
脱。俗话说“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保险公司以银行的名义在银行里边
作了孽，银行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乐见“ 最年轻教授”的年龄屡创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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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车躲豪车”当问市民答不答应

报废汽车翻新何以“ 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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