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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北京 APEC峰会是“中国机遇”新起点

8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一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
于明年秋天在北京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据报道，明年的会议
场址将设在距离北京市中心

50

公里的雁栖
湖。

从热带风情的巴厘岛到京郊秀美的雁栖
湖， 这将是

2001

年上海
APEC

峰会之后，我
国时隔

13

年后再次举办同类会议。 上海亚太
经合组织会议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之一，上海会议
通过了面向新世纪的《上海共识》和《领导人
宣言》，极大地推动了

APEC

的“茂物目标”，

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及
自由贸易化的基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京
峰会势必传承上海峰会之精神， 在新起点上
做好新的贡献。

北京峰会的新起点， 在于中国经济在高
速增长多年之后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于这样的经济体能否继续成为亚太繁荣的
“中国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巴厘
岛峰会上向工商界领袖们保证， 中国适度调

低经济增长速度，恰恰就是维持“中国机遇”

的可持续方法。 亚太繁荣与和平，中国责任重
大。

新起点既表现在内，也表现于外。

APEC

主导权的演变史， 折射了北京峰会将要扮演
的中国角色。

APEC

会议，最初是由澳大利亚
时任总理霍克倡议下的一个部长级论坛，后
在美国等的强力推动下，发展成为

21

个成员
的亚太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 然
而，美国先后身陷两场战争，到金融危机，再
到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歇业关张。 不可否认，

APEC

上旧有的主导力量的衰退，急需新的主
导力量的填补， 否则

APEC

会议之重要性难
以为继。巴厘岛峰会上中国受人瞩目，这是

21

个成员的共同期待。

一直以来，中国力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RCEP

）， 形成与美国大力推动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竞争之势。鉴
于美国依然排斥中国加入

TPP

谈判， 中国在
APEC

框架上兴起的区域经济合作及自贸区
建设上不被边缘化，就必须展现领导力，推动
以东盟为基础的

RCEP

， 以对抗美国为中心

的
TPP

。

APEC

会议是推动
RCEP

的最高平
台。

APEC

会议也是公共外交的最佳舞台。从
1999

年奥克兰峰会上的土著羊皮，

2001

年上
海峰会上的唐装，

2003

年泰国峰会上的“泰
丝”，

2004

年智利峰会上的“牛仔披风”，再到
今天巴厘岛峰会上的“安代克”，展现了公共
外交中的国家文化魅力。

2014

年的北京峰会，

应在保持
APEC

传统基础上， 在低碳与环保
上发起新的公共外交攻势。 耐人寻味的是，奥
巴马曾在

2011

年夏威夷峰会之前两年就允
诺给领导人穿上夏威夷风格的“草裙子”和
“花衬衣”，最后承诺落空。 奥巴马因与普京不
和，没参加

2012

年俄举办的峰会，今年再次
失约，缘由是政府关门没钱买专机机油，美国
公共形象受损。

北京雁栖湖峰会， 绝非是一个轮到中国
做东的例行活动，中国应抓紧这一机会，展现
一个和平、发奋、创新的大国形象，并发挥时
代赋予的大国责任， 为亚太的共同繁荣贡献
力量。

(

据《新京报》）

@

一语惊人
@

纠偏洋地名 应注重度的拿捏

河南省政府近日宣布，《河南省地名管理
办法》已获通过，自

10

月
15

日起施行。 《办
法》禁止“一地多名”，还禁用外国人名地名作
地名。 郑州的“曼哈顿”、“威尼斯”，洛阳的“加
州

1885

”等都将被叫停。

在时下， 街区广场、 楼堂馆所等起“洋
名”， 已蔚然成风。 有媒体随机调查国内

240

个小区，发现两成楼盘取的是洋名。 而外媒也
曾揶揄：“想在一下午逛遍巴黎和威尼斯吗？

可以，如果你在中国。 ”“洋地名”之泛滥，足以
窥斑知豹。

遍地“洋地名”，聚讼已久：有人觉得，取
洋名颇显时髦， 有国家范儿， 能营造现代气
息；有人则认为，“洋地名”是崇洋媚外，导演
冯小刚就曾痛批：中国的许多楼盘、小区，动

辄“叫什么加州水岸、纳帕、普罗旺斯、格拉
斯”，反映出的是文化自卑。

靠披“洋皮”、攀洋亲，来提升档次、凸显
格调，无疑是种错觉。 地名是城市的坐标，当
糅合公序民俗、属地特征、情感认同等，才能
具有文化底蕴， 也别具趣味。 跟风式地取洋
名，只会山寨味十足，也无益于城市文化脉络
的承续。

基于此，河南省出台的《办法》，备受舆论
关切：叫停“一地多名”，规定重要地段命名、

更名须听计于民等，都契合民意，颇受认可；

而禁用洋地名，也收获了不少赞许声。

给病态的“洋名热”纠偏，让地名回归“本
土化”，确有必要。 问题是，一概禁止，是否可
能和合理？

正如网民说的：若“洋地名”就该禁绝，那
奥林匹克公园、白求恩学院等，岂不是都该改
名？ 事实上，国务院先前制订的《地名管理条
例》中，也仅是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

尚留有余地。

“洋地名”泛滥，确实投射出某种文化贫
瘠与媚俗化趋势。 让地名裹上地域内涵，体现
出文化品位，还须适当引导，在对城市文化、

社区传统的发掘中，找寻文化向心力，也型塑
公众的文化品位， 进而影响地名命名的意趣
与价值取向。

矫正“洋地名”乱象，一禁了之未必妥，还
应注重“度的拿捏”。 而地名文化重塑，也需要
依托价值认同与风俗底蕴。

（佘宗明）

贴“台风罚单”的
执法太呆板

台风来袭，为了避开低洼地带，

10

月
7

日，不少温州市民把车从车库移到人行
道，结果被贴罚单。行政执法部门在台风
来临时仍不忘贴罚单， 让不少车主无奈
发问，“台风天的违停罚单能免吗？ ”而行
政执法部门给出的答复， 要让这些车主
失望了，将不会因为台风而暂停处罚。

若严抠政策规定， 执法部门依法给
台风里的违停车辆贴罚单倒也说不上有
什么错。 当大批车辆为躲避“淹亡”而不
得不涌向路面， 塞满人行道应急道路等
路面时， 很可能对地面交通特别是抢险
救灾造成隐患，其潜在后果不堪设想。从
这方面看，越是危机时刻，也确实越有严
管的必要。 这样站在执法部门角度设身
处地地思考问题， 并非就是说执法部门
“一根筋”地贴条就理直气壮。 各方面服
从抢险救灾工作， 无疑是大灾大难前的
首要原则， 但抢险救灾并不会需要所有
的道路， 区别惩罚未必不是一个可供考
虑的举措。

温州“台风罚单”的这一尴尬其实还
隐喻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即各地政
府越来越重视危机应对， 但在制订应急
方案时， 往往偏重于突出考虑发挥公共
部门的职能作用， 对于怎样充分创造条
件、方便公众自救却考虑不细不全，群众
危机自救的政策空间略显呆板。 公共部
门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当然是职责所
需， 但自救同样应是危机救助的重要部
分，许多时候，公共部门努力创造提高公
众自救能力的条件， 不仅可以大大减少
人员伤亡， 还可以更大限度减少财产损
失。

我倒是觉得， 在满足抢险救灾前提
下， 温州执法部门或许可以考虑尽可能
腾出一些路面供社会车辆停泊。 与只顾
贴条的严肃管理， 这样的服务智慧想必
更能赢得群众的尊重， 同时也必成为其
公信力提升的重要砝码。 （禾刀）

“我刚回家发现家中有个小偷，请你
们赶紧过来，我现在正拿着刀”

———武汉男子发现妻子在家偷情，

打电话叫记者做见证。

出处：武汉晚报
“你愿意做他的美人鱼，永远不劈腿

吗”

———

2013

新结婚证词走红网络。

出处：大河报
“没有

100

万，干吗把我生出来”

———马鞍山一嘉宾在婚礼上失态，

如此痛斥自己父母。

出处：南方都市报
“你看我今天会不会把刀子放在你

的脖子上”

———香格里拉导游上车后要求交纳
藏民家访的费用，否则刀架脖子。

出处：央视网
“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

否，滚去学习”

———内江一高三班现另类冲刺标
语。

出处：华西都市报
“我一直反对请演艺界的人来，但亲

家说了，为了热闹和撑场面，不请不成”

———北京村官豪华婚宴被纪委调
查，辩称亲家要办拦不住。

出处：新京报
“万能的微博谁能救救我们啊！我们

在南麂岛上回不了家，台风要来了”

———温州南麂岛游客网上求救，称
风雨太大了如千万只蝙蝠撞墙。

出处：钱江晚报
“趁着小老虎没长大， 就弄来弄去

的。 等以后老虎长大了，看谁还敢去抱”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拎虎崽
绑孔雀让游客照相惹争议。

出处：北京晚报
“只是隐约看见一个有点像人的东

西躺在路上”

———镇江男子深夜醉卧路中被碾身
亡，肇事者称感觉是过坑。

出处：扬子晚报
◎

木桦辑

近日， 河南省政府发布第
156

号政
府令，宣布《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经省
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自

2013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 这意味着，“一地多名、一名
多写”的现象被叫停。 《办法》还禁止使
用外国人名和地名作地名。 （

10

月
8

日
《大河报》）

“禁止一地多名”、“禁止用外国人
名、地名”，这本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
地名早已确定之义。 然而，如此明确的
规定在各地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以本
次发布新办法的河南省为例，各地不断
出现的“洋地名”让人眼花缭乱，如郑州
的“曼哈顿”、“威尼斯”，洛阳的“加州
1885

”等。 不得不说，在这种“命名乱象”

背景下，河南省政府发布地方规章，对国
务院条例及部委规章早已规定的事项进
行重申，实属无奈之举。

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早就确定的
法律原则、规则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呢？

各地方违法、违规命名的“乱象”何以普
遍存在呢？这也许在于相关法律并没
有规定有效的违法、 违规的惩戒、监
管措施，只是软绵绵地规定着： “各级
地名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地名工作的
管理、监督和检查。对擅自命名、更名
或使用不规范地名的单位和个人，应

发送违章使用地名通知书， 限期纠
正；对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造成不
良后果者， 地名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规
定，对其进行处罚。 ”

可是， 地名的确定单位一般为本地
政府， 各级地名管理部门又怎么敢于对

本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指手画脚”呢？ 我
们更是鲜见， 有地方政府因为这样的事
件收到限期纠正通知书，可见，监管之无
力。 法律如果得不得执行，失去了监管，

也就失去了生命，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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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宇

命名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