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如今，不少年
轻人都在离家较远
的大都市打拼。因
为男女退休年龄的
差别，往往出现奶奶
看孩子去了，爷爷一
个人在家工作的“空
巢”局面，由此也出
现了一些“空巢”爷
爷的烦恼。

周末一半时间
在路上

“天热喂点水”
“是不是该加青菜
了”……老吴天天在
自家微信群里指导

“育儿工作”。因为
退休年龄还没到，小
孙女出生后，老吴只
能让老伴儿一个人
进京看孙女。

老吴家在山东，
去北京坐最快的高铁也要近三个小时车程，
况且由于工作忙，也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去。
不忙的时候，老吴周五下班后紧赶慢赶往火
车站跑，到北京的家大概晚上十点了。周日
下午四点多再坐返程火车赶回去上班，一
个周末有近一天的时间是在路上奔波。

小孙女现在开始认人了，由于不常来，
爷爷显得有点陌生。老吴说，小孙女常常
是不哭也不笑地打量他，这让他心里有点
酸酸的。

一人在老家六七年
今年56岁的朱大爷也是“空巢”爷爷，

老伴儿六七年前就去给儿子带孩子了。朱
大爷在一个县的政府部门工作，还有四年
才退。最近，因为朱大爷的一次醉酒，把一
家人都吓得不轻。

之前老伴儿在家的时候，朱大爷啥事
儿也不用操心，只管进门吃饭，出门上班。

习惯了老伴儿的细心照顾，朱大爷独自生活
的能力渐渐退化。朱大妈不在家的时候，找
不到衣服，忘带家里钥匙等都是家常便饭。
为此家人没少担心，儿子还专门在家里装了
监控系统。

前几天，几个老友相聚，朱大爷又喝多
了，回到家倒头就睡。那天，朱大妈恰好打
电话回来，朱大爷自然是没接到，打电话去
单位也找不到人，从监控系统上看屋里漆黑
一片，朱大妈着急了，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
生怕出意外。亲戚大半夜跑过去拍门才把
朱大爷叫醒。屋里乱糟糟一片，被子在地
上，脏衣服扔了一堆，厨房还有没洗的碗
……当下，朱大妈就决定回老家，不能再把
老头一个人扔家里了。然而这个决心不是
那么容易下的，小孙子已经上一年级了，小
孙女又刚刚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权衡再三，
朱大妈只好把小孙子托付给学校附近的小
饭桌，带着小孙女回老家上幼儿园。

“空巢”爷爷抑郁风险增高
有多少奶奶去外地给孩子帮忙，就有多

少爷爷在家里独自居住工作。而这又带来
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爷爷的身体健康、抑郁
问题等。有日本研究者指出，独居老年男性
如果处于“独食”状态中，抑郁风险是与他人
一起就餐老年男性的约2.7倍，老年人最好
能与朋友或邻居等一起就餐。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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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商品房占比将成大势所趋减少商品房占比将成大势所趋

6月20日，新华社瞭望智库文章称，当
国内多地还在如何限购、限售等调控政策上

做文章时，深圳已在探索如
何进一步建立房地产长效
机制。

6 月 5 日，深圳市住房
和建设局发布《关于深化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意
见》被称为是“二次房改”。

深圳通过大幅调降商
品住房比例，使得深圳未来
的 住 房 比 例 关 系 发 生 改
变。《意见》提出，未来深圳

商品住房占40%，其余是人才房、安居房、公
共租赁房，各占20%。

深圳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是否定义了
全国住房长效机制的范本？专家普遍认为，
减少商品住房供应将成为大势所趋，由深圳
这个历来改革先行者出台这类新政，将对其
他城市产生深刻的借鉴意义。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

认为，商品房和政策性住房供应“四六分”，
这是对1998年房改20年以来“重市场、轻保
障”的纠偏性举措。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
中立看来，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尤
其是 2003 年（当年的国务院 18 号文件）之
后，我国城镇住房供应结构大约是：90%是
商品住房，10%是保障性住房，商品住房占
绝对主导地位。住房供应过度倚重商品住
房是导致住房价格偏离普通工薪阶层收入
水平的主要原因，深圳出台的新文件将住房
供应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是落实中央“房住
不炒”精神的有力措施。

尹中立认为，未来的深圳市的住房供应
主要由保障性住房主导。虽然《意见》是一
个深圳市出台的文件，但它是住房制度改
革启航的重大信号。深圳历来是改革的先
行先试者，30 多年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就是
从深圳发端的。这不仅对深圳楼市影响深
远，对全国房地产市场而言都具有里程碑
意义。

“十九大报告提出住房制度改革，说的
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深圳
出台的《意见》可以看成是深化改革的体现，
也体现了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中
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道。

在顾云昌看来，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无
可争议，但是未来减少商品住房的销售量或
成为趋势。 （摘自澎湃新闻）

□计思敏

金星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
之外最亮的自然天体。当它早晨出现时，
人们称它为“启明星”；当它黄昏出现时，
人们称它为“长庚星”。自古以来，人们对
金星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

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金星的自转
速度，会随着其密集、快速流动的大气与
其表面山脉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

金星自转缓慢，自转 1 周需要大约
243个地球日。然而，金星探测器的测量
尚未就1个金星日的精确长度达成一致结
果。之前，日本“晓”号金星探测器观测数
据显示，金星赤道附近的中低云层中存在

“赤道急流”，风速超过每秒80米。并且，
研究人员发现了时隐时现的巨型弓形大
气结构。

尽管金星大气比金星本身的速度快
得多（金星大气环绕金星1周只需要4个

地球日），但是前述大气结构却在一个山
区上方保持静止。有人认为这种结构是
由山区低层大气上升引起的一种大气
波。如果这个看法正确，那么金星大气和
金星的关系可能比原先想象的更密切。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模拟了金星的大气
循环。他们发现弓形结构确实可以通过
山区上方形成的大气波来解释，大气波只
在下午形成，并在黄昏时消失。研究人员
还发现，大气波的形成会导致大气压力波
动，这实际上会改变金星的自转速度，具
体取决于一天中的时间点。

（摘自《中国科学报》）

大气“推着”金星转

□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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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候，中小学生放暑假，补习
班和特长班的生意都特别火爆，夏令营和五
花八门的游学产品也是一路升温。条件许
可的家长，可能已经为孩子预订了去哈佛、
剑桥、耶鲁、斯坦福、爱丁堡等国际名校的游
学课程，也可能帮孩子申请了去欧洲、去北
美、去新加坡、去澳大利亚或者就近去港台
的游学项目。

游学这么热，它是怎么兴起的呢？比较
主流的说法是，这股风是从欧美刮过来的，
起源在英国，发端于 17 世纪英国贵族子弟
的欧陆游学。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英国的
游学模式被各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模仿，先是
在我国港台地区火了小半个世纪，最近十年
左右才进入内地。

上述说法也许很科学，但是翻翻历史，
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游学了。这
个人，名叫孔丘。

孔子游学，官府资助
话说孔子 31 岁那年，正在山东曲阜办

私学，大概给学生讲课遇到难题了，在鲁国
找不到答案，决定动身去一趟当时所有诸侯
国共同的首都：河南洛阳。这里面的道理很
简单，首都，是人尖子扎堆的地方，既是政治
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
事儿，去首都一趟准能解决。

从曲阜到洛阳，全程不到 500 公里，但
孔子生在春秋时期，交通落后，最先进的交通
工具只有马车，来回走一趟，人吃马嚼，路上
住宿，到了目的地，找人请教问题还得带上礼
物，算算这笔经费，还真够孔子喝一壶的。

好在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南宫敬
叔，他是孔子收的第一批弟子，来头不小，爸
爸和哥哥都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听说老
师要去首都游学，觉得自己有责任帮老师申
请一笔经费。于是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向鲁
国国君申请了一辆马车、两匹骏马，还配了
一个车夫，路上的费用也由鲁国全包。

孔子带着南宫敬叔到了洛阳，拜访了老
子，请教了苌弘，考察了一些名胜古迹，然后
顺利返回鲁国。

孔子的这次游学经历见于《史记·孔子
世家》和《孔子家语》，史料中记载得很详细，
可能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史上最早的游学。

杜甫游学，为了人脉
事实上，即使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后，游

学仍然是儒生们得以进入官场的
关键渠道。

以杜甫为例，他出身世家大
族，少年时生活在全国的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请教的名师
如车载斗量，可是为了做官，仍然
不得不出去游学。

大约二十岁那年，杜甫从河
南洛阳出发，过淮河，渡长江，去
湖州、常熟、苏州、绍兴、萧山、南
京等地游学。他在苏州祭过阖闾

墓，在萧山登过古驿台，在绍兴泛舟鉴湖，登
顶天姥山，在南京畅游瓦棺寺，观景雨花
台。当时交通落后，行程迟缓，杜甫边走边
玩，边玩边写诗，边写诗边交朋友，如此这般
玩了大约四年，直到二十四岁那年，才回到
他的老家河南巩县。

回巩县干吗呢？参加科举考试。
杜甫通过了州县一级的考试，被送到京

城参加进士考试，可惜没考上，落榜了。这
要搁到现在，高考落榜当然要复读，要待在
家里努力读书，以待来年再战。可是杜甫不
这么干，他再次出去游学。他去了河北，又
去了山东。他游过邯郸、青州和兖州。他春
天歌咏于丛台之上，冬天狩猎于青丘之旁，

盘马弯弓，追逐鸟兽，随处结交志同道合的
朋友，如此这般又玩了五年左右。

杜甫前半生有过三次游学经历，每次都
长达好几年，加起来大约十几年。在这十几
年当中，他访问的名师并不多，他在经书上
的学问并没有增长多少，但他却结交了许多
朋友和官员。

结识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
按照唐朝制度，考生参加进士考试必须有五
名以上考生的互相担保，必须有三名以上在
职官员的推荐，考中进士后再参加吏部的公
务员选拔考试，又必须有五名以上在职官员
的推荐。

杜甫三次游学，多次科考，始终没考中进
士，但他最后还是当了官，就是因为有熟人向
唐玄宗推荐了他，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帝展
示才华的好机会。 (摘自《北京青年报》)

古代书生的游学

□李开周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3》带火了章丘
铁锅，使其成为网红爆款商品，同时催生了
当地大量制作铁锅的家庭小作坊，良莠不
齐、以次充好现象随之出现，导致章丘铁锅
遇冷滞销，不少家庭小作坊关门停业。

借助于发达的资讯和活跃的社交媒
体，眼下正是“网红”热点频出的时代。商
品领域也不例外，一部电影、一集电视剧、
一则广告、一起新闻事件、一个话题，甚至
一条爆红的网络帖子，都有可能迅速捧红
一款商品。

然而，从“铁锅”到“热锅”，充其量是
一起传播事件，它与实业、市场的逻辑大
不一样。只要具备“爆点”、搭上便车，很
容易就获得广泛传播。但在实业领域，一
款商品要长久立足于不败之地，成为市场

常青树，需要千锤百炼的过硬质量和久久
为功的品牌积累。如果这两个领域的逻
辑无法实现良好衔接，众多“网红”商品就
会不断重复章丘铁锅的轨迹——沦为“剩
锅”。

“网红”商品能否行稳致远，考验着市
场生态和商业文明的成熟度。如果一个行
业缺乏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生产者没有
形成行业共同体还缺乏诚信，这样的产业
环境显然没有为“一夜暴红”做好准备。以
章丘铁锅为例，“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
1000℃高温冶炼，3.6万次锤打”的技术标
准并没有刚性约束力，分散经营的小生产
者各自为战。一旦暴利降临，“劣币驱逐良
币”几乎成为必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长盛不衰
的“网红”商品，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日本著名零食“白色恋人”的品牌形象
契合北海道漫天白雪里的浪漫恋情，深具

“网红”潜质。但如果没有上乘的质量、良
好的口感和精致的包装，很难想象它能够

长期成为日本旅游商品的代名词。瑞士军
刀、奶酪在网上都有很高人气，是名副其实
的“网红”。它们的生产者、经营者都有各
自的组织，结成行业共同体，通过共同认
可、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来确
保品质。

当然，昙花一现的章丘铁锅并非只留
下一地鸡毛的教训，浮躁的商业场景之下，
耐下心来“锻打3.6万次”的工匠精神显得
殊为珍贵。这也提醒着我们，维护并培育
工匠精神，仅靠三言两语的呼吁是不够的，
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毕竟身处消费
社会，商家天生追逐利润，买家难免崇尚潮
流，“炮制同款”的冲动很难遏制。具体而
言，可以加大假冒伪劣的打击力度，让那些
蹭热点的“李鬼”无处可逃；加快培育品牌
意识，帮助手艺人“精上再精”；此外，还应
为匠人提供更多保障，不让坐得住冷板凳
的老实人吃亏……只有当“心在一艺，必求
其工”得到呵护，匠人们才有更多动力坚守
下去。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工匠要懂得坚
守，消费者也应学会等待。章丘铁锅传承
人曾直呼“手工的东西不能走量”，好产品
需要慢慢锻造，从市场到消费者都多些耐
心，时间才可能回馈我们精品。

（摘自《光明日报》《北京日报》）

章丘铁锅缘何蹿红又陨落

□封寿炎 晁星

夏日炎炎，老年人由于口渴等感觉变
迟钝，往往难以发现自己出现了脱水症
状，容易进入“隐性脱水”状态，也更容易
中暑。有的老年人在炎热的夜晚也不爱
开空调，加之睡前为避免起夜常不敢多喝
水，所以中暑的危险更大，有时在室内就
会出现中暑症状。

对于隐性中暑，水分应这样补充：在

1000 毫升水中加入 40 克砂糖、3 克盐，就
可以制成既补充水分又补充盐分的补
液。

老年人独自在家，须时刻注意下列
信号：体温极度升高（超过39.4℃）、皮肤发
红发热、干燥（没有汗水）、脉搏迅速且强
劲、脸色苍白、昏厥、头晕目眩、恶心呕吐、
搏动性头痛、精神错乱、皮肤发凉潮湿、神
志不清等。

老人家中最好常备解暑药。藿香正
气水可散热解暑、解毒辟秽。人丹开窍安
神、清热祛暑、解毒辟秽。清凉油提神醒
脑、活血消肿、镇痛止痒。十滴水主治夏
时中暑、头昏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
风油精能清暑解毒、利湿除烦、镇痛祛
风。六一散主治夏日中暑、身热心烦、口
渴、小便黄少或灼热。

（摘自《医药养生保健报》）

老年人应警惕隐性中暑
□罗莹

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
是鱼鳞瓦。一片灰色的瓦，紧挨
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
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
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
直涌到天边。

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
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
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
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
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
无语沧桑，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
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
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难怪贝聿铭先
生那时来北京，特别愿意到景山顶上看
北京城这些灰色的鱼鳞瓦顶，对此情有
独钟。

在我的童年，即上个世纪50年代，北
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
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
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
顶所勾勒。

想想，真的很有意思，那时候，四合
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
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
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
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
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
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
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
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
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对于那时候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
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
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
瓦，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
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是
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

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
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
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
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
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
的房顶，就那么结实。

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
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
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
红的枣吃，也可以站在树梢上，拼
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
般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
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
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
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
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
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

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那
时候，即使平常骂我们最欢的大妈大婶，
也网开一面，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成为
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由于年年国
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我们都有了
经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
降落伞，一般国庆那一天都会有东南风，
那些小降落伞便都会随风飘过来。记得
国庆十周年，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属于
大孩子了。那一天晚上，不知是天助我
也，还是那一年国庆放的礼花多，降落伞
飘飘而来，一个接着一个，让我轻而易举
就够着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
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也就是从那一年以后，我没再上房
玩。也许，是认为自己长大了吧？便
也就此和鱼鳞瓦告别。一直到十几年
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
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
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
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
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
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
些感喟。

（摘自《人民日报》）

瓦
浪
如
海

□孙文文

□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