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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载”乱象能否遏制

近日，一个“聊拒载遭遇”的
网络专区引来超

10

万名网民发
微博“晒”各地出租车乱象：

94%

遭遇过拒载、 如故意绕道多收
费、计价器上做手脚等。

在出租车乱象背后，则存在
管理“有令不行”、“法不责众”与
“以罚代管”的尴尬。

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介
绍，在北京，有拒载行为的出租
车司机会被处以

1000

元至
2000

元的高额罚款。但这样的处罚规
定仍难以遏制出租车拒载。

重庆大学教授张丁非说，主

管部门“以罚代管”和集中检查
的管理方式难以从根本上治理
出租车乱象。目前出租车公司使
用的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以“特
许经营”方式转让，最初多为无
偿或低价转让，但却被一些公司
作为稀缺垄断资源高额炒卖，高
成本转嫁到司机“份儿钱”上。司
机因趋利原则在载客时挑肥拣
瘦，公司为了收齐“份儿钱”，难
免对司机拒载等行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摘自《北京日报》 朱薇
郭立

/

文】

如何防范电子秤“缺斤短两”

近日，上海市质检部门检查
闵行区两家集贸市场，在“夏荣
水产行”，

2000

克砝码在电子秤
上跳出

2600

克数字；在“梁记水
产部”，电子秤同样有“猫腻”，原
来芯片已“偷梁换柱”。

执法人员介绍，目前上海集
贸市场上的电子秤通过遥控作
弊、开关作弊、芯片作弊，让换了
芯片的电子秤成为“双面秤”，一
会儿是正常秤，一会儿是“短两
秤”，可由摊主随意掌控。本来，

集贸市场的电子秤应由市场统
一配置，但个别摊贩弃统一配置
的电子秤不用，私自使用自己带
来的电子秤，而这些秤往往成为

“黑秤”。

如何遏制电子秤作弊？计量
专家提醒： 先看电子秤是否有强
制检定合格标志， 并处于有效期
内。商品称重前，电子秤的重量显
示值应为零； 请注意看清电子秤
的单价显示， 目前电子秤一般以
千克（公斤）为计价单位。商品结
算时应去皮称重， 尤其是去除厚
重包装物。 可用随身携带的钥匙
圈或手机（事先在“公平秤”上标
定好重量）放在电子秤上作对比。

购物后可及时到“公平秤” 处复
称，购买活禽、活鱼等商品时，请
在宰杀前复称。

【摘自《新民晚报》屠仕超
/

文】

太阳能热水器烧“开水”能喝吗

张女士家装了一台太阳能
热水器，平时用来洗澡，但前几
天天热时，太阳能的温度显示器
显示水温到

100

摄氏度。 好奇的
张女士突然有了一个有趣的念
头， 如果热水器里的水能喝，就
既节能又方便。

热水器烧水能不能喝？浙江
工业大学教授潘理黎说，自来水
加热到

70

摄氏度以上，细菌就被
完全杀死，从理论上来说，是可
以喝的。但是，太阳能热水器、电

热水器等都有储水箱，水温即使
到了

100

摄氏度，只要一使用，冷
水就会进入，使之前烧开的水受
到污染，长时间储存的水还可能
滋生细菌。另外，高温加热后，塑
料材质的出水管还会释放出毒
物。而燃气热水器虽然不存在水
循环问题， 但要把水烧到

100

摄
氏度， 势必要消耗大量燃气。这
样做既不经济，对热水器也有损
耗。

【摘自《钱江晚报》孙燕
/

文】

《大众电影》开“封面女郎”之先河

《大众电影》开辟了“文革”后国内杂志
的封面女郎时代， 以今天的审美标准看来，

那些女明星妆化得过浓， 服饰也显得老土。

但在当时，她们是时尚标杆。刘晓庆在微博
上说：“（当年）能上《大众电影》封面，是每个
明星仅次于‘百花奖’的殊荣。”

江青的哈苏
500C

1979

年，《大众电影》复刊，当时“集体主
义”仍然盛行，演员几乎不可能以个人身份登
上封面。后来渐渐出现了爱情题材的电影，于
是，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开始在《大众电
影》的封面上引领潮流了。编辑部主任马锐回
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盼望为
靓女，次为俊男。’”应这一要求，《大众电影》

开始自主拍摄“美人照”登上封面。

周雁鸣与女摄影师张妍共同负责封
面和封底拍摄。入社后，周雁鸣使用的第一
台专业相机是哈苏

500C

，据说这部相机原本
是江青的。 “四人
帮” 被打倒后，这
部哈苏

500C

几经

辗转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后来分配给《大
众电影》，周雁鸣去中影器材公司取的时候，

发现这台昂贵的哈苏及其配件很随便地堆
放在一个破木箱子里。

哈苏摄影器材的品质世界一流，美国宇
航员在月球上拍照用的就是哈苏，当时整个
中国也没有几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江青曾
命令上海照相机厂以哈苏

500C

为蓝本，仿制
出一模一样的东风相机。“东风相机我也用
过，虽然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比较容易坏，而
这台哈苏我用了二十几年才寿终正寝。”周
雁鸣说。

以圆脸为美
当时拍摄一张封面照片的成本很低，

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没有专业摄影棚，

拍照就在杂志社一间普通的房间。 里面有
些简单的陈设；使用胶卷也格外节省，按照
规定，拍一期封面可以领一个或两个胶卷；

没有造型师，化妆全靠摄影师和演员自己。

尽管拍摄成本很低，但《大众电影》对封面
选题的筛选很严格。周雁鸣回忆，他每次要

报四五个备选人物，社长、副社长、编辑部
主任和编辑们共同讨论决定， 有时争论还
很激烈。封面女郎的选择标准是严苛的，要
么主演过三部以上电影，比如刘晓庆；要么
主演过一部特别重要、影响特别大的电影，

比如
1979

年主演《归心似箭》一炮走红的斯
琴高娃。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长得再漂
亮也不能上。

翻阅
80

年代的《大众电影》，我们会发现
一个“秘密”：封面女郎几乎都是圆脸，并且
打上较重的腮红， 突出面部的丰满红润，这
是当时的主流审美，与今天流行“锥子脸”正
相反。

“大尺度”惊动领导
等到了

80

年代中期，香港女星的照片开
始被《大众电影》刊用，林青霞、钟楚红、王祖
贤都是封面常客，她们的吊带上衣、超短裙、

露背装， 引领了一股性感潮流。《大众电影》

也开始给大陆女演员拍摄一些“性感照片”。

然而，

1993

年第
1

期的封面照却引发了
一次大规模的争议。那期，刚拍完《摇滚青

年》 的马羚身着一件全身布满亮片的礼服，

低胸口，高开衩，摆出“前挺后撅”的姿势。周
雁鸣说，拍这张照片之前，编辑部讨论达成
共识：“就是要挑逗！就是要拼发行量！”

马羚的封面照片很受外国人欢迎，法国
驻华大使马腾后来请马羚吃了饭。美国大使
馆的文化参赞给周雁鸣写了封信邀请他共
进晚餐，“我没敢去，我们分析这其中是有一
定政治意味的，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种开放
的标志。”周雁鸣说。

杂志一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但这
张照片同时惊动了高层领导，有位重量级的
领导看到杂志后批评照片“低俗下流”，中宣
部和文联马上开会讨论，决议让《大众电影》

第二期先停止发售。可是第二期已经印出来
了。而且封面更“过火”，两次获得百花奖最
佳女主角提名的石兰， 拍摄了一张侧身照，

侧面胸部裸露，而封底是香港艳星叶玉卿。

连续两期大尺度封面给《大众电影》带
来压力，编辑部内部决议“停止给任何中央
领导寄送《大众电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封面照片都比较保守。

到了
21

世纪，电影业复苏，网络和各类
时尚杂志风起云涌，《大众电影》曾经前卫大
胆的封面，已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它收藏了
女明星们的青春，定格了一代人关于时尚和
梦中情人的集体记忆。

【摘自《文史参考》李响
/

文】

往事解密

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的成果

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第二所
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在短短数年
内走出众多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人
物。这里，一共走出了

5

位共和国元
帅、

3

位大将、

8

位上将，

187

名中国
国民党将领。

1924

年，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
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
山亲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
官学校———黄埔军校。据说，孙中
山自省“革命

13

年皆失败，就是因
为只有革命党，而没有革命军”，因
而黄埔军校成立的初衷，便是为中

国革命
培养骨
干。

黄埔军校面积并不大，只是长
宽约百米的一座四合院落，但回廊
高阔，厅可走马，简简单单的白墙
黑椽，显得格外庄严肃穆。黄埔军
校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冯惠对记者
说，校舍房屋并非原物，

1938

年，校
舍主体被日本轰炸机炸毁，

1996

年，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原位、

原尺度、原面貌”原则，黄埔军校才
被完整重建，重现昔日风貌。

军校内门的墙上，挂着两副对

联，一副是“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
革命始回头”，另一副“升官发财，

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创校者与师生们
一心为公、为国为民的慷慨豪情展
露无遗。

校舍二楼，孙中山、蒋中正、廖
仲恺的办公室以及周恩来的政治
部办公室，都按照片资料一一恢复
旧观。学生集体寝室里，床铺排成
队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仿佛还

带着主人的体温。

黄埔军校以武装推翻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完成国民革命为目
的，所以学校里既推行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又传播马克思主义。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中国共
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创校
的酝酿筹办工作，几乎与国共合作
实现同步。这所学校，是首次国共
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
型军校，也是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

政干部的摇篮。因而，从黄埔军校
走出的人才， 国共两党兼而有之。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首期校长蒋介
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此外，叶
剑英也曾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时
还兼兵器学的讲授任务，中共“十
大元帅”中的林彪、陈毅、徐向前、

聂荣臻， 也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师
生。

抗日战争期间，黄埔军校出身
的国共两党师生，为保家卫国并肩
作战。淞沪会战、平型关战斗、台儿
庄战役、百团大战，一场场重大战
役尽显黄埔军魂。如今，黄埔军校
旧址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摘自《人民日报》王平
/

文】

剩饭剩菜能发电

利用垃圾发电是一个全球化
的趋势，最近，英国研究人员开始
修建一些专门利用厨余垃圾的发
电厂， 为垃圾发电开辟了新的思
路。

目前，各个国家处理厨余垃圾
的主要方法还是填埋。但这种处理
方法不仅破坏了地表的植被和空
气，而且会污染垃圾场附近的土壤
和水源。为了解决厨余垃圾的污染

问题，英
国坎诺
克市耗

资
2400

万英镑，建立了一座厨余垃
圾处理厂，进行全封闭地利用厨余
垃圾发电。

利用厨余垃圾发电的原理，如
同一些地区的农村利用沼气作燃
料。发电厂的主体部分是一个个巨
大的发酵罐， 如同农村的沼气坑。

厨余垃圾先要进行高温消毒，然后

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些发酵罐
中，并加入适量的水对这些垃圾进
行混合，令垃圾成为流体状。

发酵罐中大量的微生物，主要
是甲烷细菌，不断吞食厨余垃圾中
的有机物，并排放出可以燃烧的甲
烷气体，这就是沼气。这些甲烷气
体热值很大，可燃性很好，可以直

接用于燃烧发电，也可以直接输送
给其他工厂作为燃气。

一些不能被微生物消化的有
机物则慢慢沉淀在发酵罐中，成为
淤泥， 它们仍然富含不少营养物
质，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以用作
有机肥料。

目前， 厨余垃圾发电厂已经开

始发电，每天可以处理
12

万吨垃圾，

发电
150

万度，可供应数万户家庭的
用电。 建设该厂的公司希望在英国
各地逐步推广这种垃圾发电厂。

虽然有人反对利用厨余垃圾
发电，但是支持者更多。因为与传
统的垃圾填埋场比较，厨余垃圾发
电厂中垃圾露天暴露的时间很短，

往往不会在发出浓重恶臭的时候
就进入了发酵罐，产生病菌的可能
性较小，对土壤、空气和水源的污
染自然会少很多。

【摘自《新民晚报》阿碧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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