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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自行车“再生”记
本报记者 李 景

本版编辑 韩 叙本版编辑 韩 叙

二手自行车对于人们来讲并不陌
生，可是再生自行车您可曾听说过？

不久前，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就诞生
了 525 辆再生自行车。这些车子的前
身是废旧自行车，它们遭人遗弃无人问
津，长期占据着宝贵的停车位，既破坏
环境又有碍观瞻。

如今，清华把这些自行车回收改造
再利用，使其改头换面重新拥有了价
值，并且免费发放给学校师生使用。校
方希望借助绿色行动，提醒人们不要随
意丢弃自行车，浪费资源，并用变废为
宝的实际行动建设节约型校园。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二学生符晓
麟就是再生自行车的车主，平时主要依
赖自行车出行。此前，他使用多年的自
行车坏了，正当他下决心用数目不小的
费用重新购车时，校园网上一条免费申
领再生自行车的通知闯入了视线，“免
费”和“再生”的字眼引起了他的好奇。
怀着尝试的心态，符晓麟提交了申请，
并成功领取了自行车。

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些用“破铜烂
铁”组装的翻新车，车况出奇的好，车轮
脚蹬运转流畅，车座车把使用舒适，统
一喷制的紫色挡泥板漂亮而坚固，挡泥
板上醒目的自行车编号和“绿色大学、
低碳出行”的标语十分醒目。

“这和原先想象的二手翻新车完全
不同，就像新车一样，而且学校还提供
了一个月的保修期，真是赚到了，又省
钱又环保，太赞了！”谈起自己的再生
车，符晓麟赞不绝口。

占地 3.8 平方公里的清华大学是名
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几乎是
出行必备。因此，再生车一经推出，便
得到了清华师生的积极响应，第一批
525辆再生自行车已有 492辆被申领。

清华大学绿色大学办公室副主任
梁立军是活动的发起者。他告诉记者，

每 逢 毕 业 季 ，清 华 园 内 都 能 清 理 出
1000 辆左右废弃、无主的破旧自行车，

“以前，只能将这些车拿去当废品卖，其
实，很多车的车况很好，实在太浪费
了。于是，我就萌生了让这些车循环再
利用的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绿色办公室联合
学校保卫处，在回收的破旧车中挑选
车况较好的进行修复。据清华大学保
卫处治安科副科长李燕宁介绍，该行
动在去年暑假期间进行了集中清理，
去年 10 月至今年 4 月是公示认领期，
公示期后确属无人认领的、车况允许
的车辆会被拿去维修，经费全部由校友
捐赠。

李燕宁粗略地算了一笔账，这些旧
车倘若当废品卖，最多每辆卖 5 元钱；
而如果回收维修，刨去 20 到 50 元不等
的维修费，修好后每辆车的价值能达到
100 元 左 右 ，提 升 了 将 近 20 倍 的 价
值。第一批 525 辆车的维修花费总计 2
万多元，如果购买新车，以市面上比较
便宜的 200 元一辆计算，至少要花去

10 万多元，再生车直接节约了购车开
支近 8万元。

梁立军告诉记者，除了再生车本身
节约带来的经济价值，它的环保价值则
更为突出，“由于在校生基本都自备自
行车，对再生车的需求量较小，因此，目
前大部分车辆都是提供给各单位的教
职工，鼓励他们在校园里少开车、多骑
车，节约能源减少排放。”

“有句话叫‘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我们坚持用循环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把通常认为的废铜烂铁资源化。其
实再生车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高深的道
理，也没啥技术含量，我们只是希望大
家亲身感受到节约资源带来的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让人们认同并形成良好
的习惯。”梁立军说。

如今，清华园内随处可见披着紫荆
外衣的再生自行车，节俭环保的理念也
随之穿梭在清华的各个角落传播。梁立
军期望，未来能继续加大再生自行车活
动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让该行动一直坚
持下去，形成一种校园美德和传统。

他的学术之路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
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眼前这位 83 岁
的老人，保持着睿智的头脑、赤诚的心。
爱国，是他一生内心最稳固的磐石，敬业
守真是他一生孜孜治学的恒久动力。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哲学家、美学家汝信。

爱国主义是磐石

1931 年，汝信出生在上海。年幼求
学之际，正是民族苦难深重之时。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野蛮、残
暴，在汝信心中留下的屈辱和恐惧至今
难忘。

1949 年，汝信大学毕业后参军。不
久，朝鲜战争爆发，汝信和战友们一起，
被紧急调往朝鲜战场。他先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干事，后又
成为司令部英语翻译、秘书。虽不在最
前线，却也备尝艰苦。

回忆当年赴朝作战，汝信陷入了沉
思，语调沉重。他所在部队是华东部队，
在没有寒带作战经验的情况下，穿着单
衣，就往东北赶。作为年轻的新兵，这样
一段经历，让他终生受益。朝鲜战争让
他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他开始思考人为
什么要活着，怎么样活着才算有意义。

回首往事，汝信认为，人生的基本问
题，就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人生本质
上是核心价值在起导向作用，因而，人必
须要有健康的、正确的导向。汝信说，

“人这一生，最后不能因为碌碌无为而
后悔，就是感觉到你活着做的事，对得
起自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这样
就可以了。”

敬业守真是动力

汝信的美学启蒙“老师”，是一本俄
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那是他从

国内开拔赶赴朝鲜，途经沈阳国际书店
时匆匆买来的自学俄文“教材”。

渡过鸭绿江，进入一个炮火连天、满
目疮痍的世界。然而，战事间隙，工作之
余，他埋头苦读，与“俄罗斯的普罗米修
斯”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
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
考：怎样的美才永恒？“一切真正美好的
东西都是从斗争和牺牲中获得的。”充满
豪情的字句鼓舞着汝信。他期待着为真
理而斗争。

1955 年，汝信回到阔别 5 年的祖国，
转业至中国社科院工作，并考取哲学研
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哲学家贺
麟的弟子。气象恢宏的学术天地，在汝
信面前铺开，尤其吸引他的，是黑格尔学
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
怎样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发展出
更科学的学说体系的？带着疑问，汝信
大量阅读原著，逐一考察与马克思主义
产生有关的学派。黑格尔悲剧论和范畴
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学说⋯⋯，日复
一日的研究，终有一日造就了汝信的《西
方美学史论丛》的撰写出版。

拓荒者自有独特品质。在其后的
研究中，汝信不盲从、敢开拓的性格彰
显无遗。

新中国成立后，尼采思想一度被曲

解，成为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他较
早发文打破坚冰。他的博士生周国平也走
上了同样的道路。在为周国平的著作《尼
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写的序言中，汝
信态度坚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
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绝不是弱者。
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1981 年，汝信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
者，开始研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
尔。为什么研究尼采、克尔凯郭尔，还有
叔本华这些有争议的学者？汝信常说，

“研究他们，是为了还原西方哲学史的发
展链条。”汝信所坚持的，正是当今最需
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术勇气和
研究理念。

正学风 求真理

汝信经常告诫年轻人，做学问不能
急功近利。如果要把科学研究作为人生
的目的，就要甘心坐冷板凳。

“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大学问家，急于
求成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这是他经常说
的一句话。

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精神非常重
要。汝信先生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他在
意大利参观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学——
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有 3 件最值得称
道的“传家宝”：一件是伽利略的讲坛。

伽利略长得矮，后排学生看不到他讲课
的风采，所以一些学生用木板给他钉了
一个简陋讲台，让他站得高一点。学生
毕业时，要面对这个讲台做答辩，学习伽
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下坚持真
理的精神。

第二件是一个古老的解剖实验室。
中世纪时期，天主教教会占统治地位，严
禁解剖人的尸体，违者严惩直至处以死
刑。为了医学的发展，某些教授甘愿冒
极大风险私下开设人体解剖课，尸体解
剖只能在夜间进行，学生们围着解剖台，
手持蜡烛照明观看，外面有人放哨，遇到
情况即发出警报转移。如果没有先驱者
们不顾个人安危献身科学的精神，也就
没有以后近代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

第三件是一个女大学生的塑像。当
时，妇女不能上大学与男生接受同等教
育，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但有个女孩
子坚持一定要到大学上学，她成功了，成
为意大利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这 3 件“传家宝”，代表的是追求真
理的传统、不屈不挠的科学精神、对知识
和平等的追求。这也是汝信认为做学问
最需要的东西：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
讲假话，“现在我们老是讲学风问题，大
学应该培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只讲真
话、不讲假话的学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讲到要敬业，要诚信，这的确非常
重要！”

汝信认为，“中国梦”的实现有着现
实基础，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仅可以
走得通，而且可以走得好，可以真正站起
来，非常了不起！他认为，现在还存在一
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对此，他
想做些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
会公正到底应该怎么讲？汝信认为，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分析，一
种是经济学角度研究，包括收入差距应
该怎么逐步缩小、逐步解决，需要采取哪
些措施；另一种是从哲学角度来考虑，那
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公
平正义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的环境
下，社会公正到底怎么看、怎么做，在过
去现成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需要
我们自己来探索和研究。”汝信说。

爱 国 守 真 是 恒 久 动 力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本报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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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丹歌整理）

张春银的人生颇有戏剧性色彩。20岁当厨师，30岁做
老总，40 岁改行成为农民，如今他是江苏盐城绿苑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科技特派员，由他培育的海水蔬菜、具
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苑海蓬子 1 号”、“绿海碱蓬 1 号”，已
出口至巴基斯坦等国，并成功复绿数万亩盐碱地。

海蓬子，俗称“咸草”、“海芦笋”等，是美国亚历山大环
境研究室历经 20 多年研究、从 1300 多种盐生植物中选育
出来的最优品种。更重要的是，它生长于盐碱荒滩，不与传
统农业争抢土地与淡水资源。

2000 年，怀揣梦想的张春银放弃如日中天的酒店事
业，包下盐城滨海 3000 余亩无人问津的盐碱地开始在国
内尚属空白的海蓬子种植。引水、架电、修路、筑渠，张春银
没有了曾经的风光，白天一身泥土，两手碱花，夜晚独居荒
滩，风餐露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高达 3 万
元一公斤的北美海蓬子种子，播下去后基本“全军覆没”，发
芽率只有 3%。

倔强的张春银不撞南墙不回头，“反正我是半路出家，
没啥好丢脸的，大不了再做回老本行，凭我的厨艺年薪 20
万元不成问题。”毫无盐土农业经验的他开始带着种子四处
求教，自费到西欧、北欧、东南亚等地参观学习，查阅相关资
料自学，泡在基地反复试验⋯⋯

很快，辛苦攒下来的千万元积蓄折腾个精光。眼看他
的海蓬子走向“穷途末路”，张春银狠狠心瞒着妻子偷偷将
房子作了抵押贷款。

守得云开见月明。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张春银成功培
育出自己的耐盐碱品种“绿苑海蓬子 1 号”和“绿海碱蓬 1
号”。其培育的“绿苑海蓬子 1 号”与美国种子相比，生长周
期从 220 天缩短到 120 天或延长至 370 天，亩产量从 800
公斤提升至 3 吨。此外，他还培育出更具适应性的耐盐胡
萝卜等上百种盐土植物。

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先改良后利用、土壤适应植物的
滩涂开发技术思路，开创了边保护、边利用、边收益的沿海
滩涂开发新途径。“我国盐碱地的总面积超过 5 亿亩，其中
具有农业利用潜力的盐碱荒地近 2 亿亩，海蓬子等的种植，
对我国广大沿海滩涂资源的开发及‘三农’发展意义重大。”
中科院赵其国院士如是评价。

短暂的喜悦过后，张春银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可以大
规模推广耐盐作物，能否缓解生态压力呢？”2009 年，他前
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查干诺尔湖开展公益性环境治理，
如今已以志愿者身份无偿提供数百吨种子，扩种“绿海碱蓬
1号”植被 7万亩，有效拦截了大量沙尘。对此，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称其“对人类有贡献”。

近日，张春银和中盐集团、中粮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
准备以他的海蓬子等为原料提取植物盐，开发饮料。与此
同时，他又将目光投向河北省的安固里淖盐湖，那里距离北
京市直线距离仅 143 公里、被称为“首都头上的一盆沙”。
现在，1.5万亩的试验复绿已经成功，他有信心到 2020 年实
现对 10万亩干涸盐湖的绿色覆盖。

盐碱是苦涩的，但从事盐碱地改造的张春银内心却是
甜蜜的。50 多岁的他依然忙碌着，他说，从转行农民伊始，
就梦想着能够实现改良盐碱地、修复生态环境。如今，这个
梦想正在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

盐碱地的“守望者”
——记江苏盐城绿苑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科技特派员张春银

本报记者 沈 慧

他，紧扣处室特色，围绕“三农”做文章，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方面孜孜以求，奉献着审计人的力量；

他，通过一次次审计，让管理水平国际一流的大型企业
看到了国家审计的专业水准，彰显了审计人的职业水平；

他，敢于碰硬，查处了一大批大案要案，让犯罪分子无
处遁形，为国家审计赢得了荣誉⋯⋯

他，就是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农业审计处处长许斌，虽然
已过天命之年，但仍然充满激情与干劲，以自己对审计工作
的热爱与执著，在工作岗位上不懈奋斗。

心系民生，情注“三农”。在 2010年的农业专项资金审
计中，许斌了解到，目前某农作物跨国企业在我国急速扩
张，不仅在经济作物方面占有较高市场比重，而且在大田作
物方面也是“攻城略地”，对我国该农作物的安全生产存在
一定威胁和挑战。报经领导同意后，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
对该农作物安全展开深入调查。2 个多月的时间，他带领
审计组连续作战，奔波于东北、西北、北京的农业部门及同
类农作物公司，历尽艰辛，终于了解核实了相关情况。

2006 年，许斌带队在某大型企业集团审计。许斌以他
多年的企业审计经验，全面分析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体制特
征后发现，该集团公司二级、三级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
单位，单独设置账目，单独计算盈亏。审计组通过数据比
对，很快发现集团下属某企业虚计往来结算资金的记录，仅
其中 1 笔就牵出该企业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销售科长挪用
公款、贪污受贿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

敢于碰硬，无私无畏。因为能查、善查、敢查大案要案，
许斌被称为“查处大案要案的高手”。在 2012 年审计署组
织实施的社会保障资金审计中，上级要求他成立专项审计
组，调查药价虚高背后药品生产、招标采购、经销流通等环
节存在的违规违法问题。许斌不负众望，通过专项审计，先
后查处药品经销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11 起，涉案金额
20多亿元，抓捕犯罪嫌疑人 50余人。

审计中，想为涉案人说情的朋友找到许斌说，“你毁了
人家的财路，人家早晚会报复你的！”对此，许斌淡然回答
道，“作为审计干部，我所能做的就是履行我的职业使命！”

国家利益的“好卫士”
——记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农业

审计处处长许斌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楹联：勤俭戒奢，人心

所向；养德积善，古训

常传。

作 者：赵秀敏（广东）

书 法：田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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