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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在中国农业银

行迎来 65 岁生日时，农行新一

任董事长周慕冰走马上任。从

银监会副主席到农行董事长，

周慕冰已执掌农行百日有余。

近日 ，周慕冰接受了媒体采

访。他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银

行经营规模快速扩张、盈利高速增长、竞争压力宽松的黄

金时期宣告结束，和同业竞争的加剧，将会成为银行经营

的常态。这要求银行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化危为机’在转型中谋发展。”这些观点及其提到的“担当

精神”受到社会关注。

解读：

65岁的生日一过，中国农行就迎来了新时代。而周慕

冰的到来，是一定要有新思路的。

事实上，两个月前周慕冰就肯定地表达了“对商业银

行来说，转型发展就像是一场攻坚战”的风险意识和判

断。而包括银行内部员工也都开始接受“这真的不是躺着

就能够赚钱的时代了”的事实。

对于银行家来说，“担当”，就是不要躲避矛盾和问题，

要拿出勇气和智慧。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当所有商人都把自己当“士兵”

时，银行家们更要拿出绝招，解决转型中遇到的难题。

既然农行知道最迫切的是要“向全面金融服务商转

型，建立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商业模式，全面提升风险管控

水平”，就证明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农行已经慢了，已

经有“标兵”银行超过了他们。

但是，以服务“三农”为根本的农行，显然有着自己独

具的优势。只是，银行家必须懂得，任何一个群体都要把

与时俱进落在实处。所以，大型商业银行尤其要在服务上

狠下工夫。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周慕冰谈“担当精神”

2016年10月20日，在时隔

两个月后，华生再度撰文《万科

之争的公司治理和国企改革意

义——我为什么不赞成大股东

意见（续三）》，意为透过万科股

权之争的表象看本质，力陈中

国公司治理、国企改革和资本

市场规范等问题。

解读：

本以为华生“休息”了。因为王石都“休息”了。

但是，华生就是华生，他不会放弃思考与发声。

今日看来，华生的观点一如既往地鲜明：“万科之所以

过去长期被称为企业改革的标杆和公司治理的典范，其实

并不是他们做的真有多好……而恰恰因为万科是国内不

多的经营者支配、所有者监督的现代企业制度样本，也是

国有企业作为第一大股东监督不经营的成功改革模式。”

依然是不偏不倚。

依然是不讨好万科和王石。

依然是令公众对其“独董”身份保持好奇。

联想起今年6月24日以来他撰写的总字数5.4万有余、

详细披露万科股权之争各方争议的内情及细节的 6 篇文

章，评论人士称其“无论对于同行还是媒体都有巨大的信

披贡献。”

如果，中国的企业家、创始人、投资人都清醒地认识到

了“信披的不可忽视”，那将是一个大的进步，一切争论才

有意义。

包括近日华生的再次表态，都是体现他作为学者的禀

赋。面对质疑，他倔强、不服输，真诚而积极地“捍卫上市

公司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或许，在成为“华生独角戏”后，他更感责任重大？

新浪财经10月25日报道，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于《华尔街

日报》科技大会上称：滴滴出行

将走出中国，与各国交通共乘

科技公司进行合作，进军国际

市场。柳青表示：“我们希望发

展成为国际化公司。滴滴出行

将考虑进驻交通共乘科技不成

熟的新兴市场，目前正在对潜在市场进行评估，同时也会

考虑与各国现有的交通共乘科技公司进行合作。”

谈起滴滴出行与Uber的关系，柳青表示：“虽然曾经的

竞争十分激烈，但我们非常享受与其竞争的过程。”

解读：

从收购优步到网约车新政出台，滴滴备受关注的是能

否好好地走下去？

尤其是前几天传出的“柳甄已经决定离开伤心的行

业，加入今日头条”，更加令公众关注柳青的命运。

柳青此时的表态，多少解除了投资人对公司未来走向

的担忧。

国际化的道路看似遥远，但终将是一个大战略。这对

滴滴出行来说是考验，也是挑战。

从最近公布的9月滴滴出行数据来看，滴滴年总交易

额近200亿美元，每日交易单数达2000万，使用范围遍及近

400个城市。

种种迹象表明，柳青是一个更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江湖

柳青表示“享受竞争”

华生继续唱“独角戏”

有灵魂的小镇：拥有敬畏历史之心

本报记者 江雪

1899年由俄国人始建的哈尔滨老

火车站，于1959年拆除；1907年由日本

人建成的长春站第一代站房，在1992

年也“以整体爆破的形式被拆除”；还有

1909 年建成的京张铁路广安门站，

2010年也是难逃“被拆除”的厄运。

这成为很多民间文化保护者不得

不说的遗憾。

对于历史“回音壁”发出的问询，谁

愿意去倾听？

2016年10月，随着第三届“国际戏

剧节”的举办，乌镇在世界投资者眼中

已属圣地。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从美

国回乌镇终老，是因为乌镇既保持了百

年前的历史古镇原貌，还得到了现代化

的发展。商业模式的有限实验，没有破

坏原有的滋味。

而中国一些省份、乡镇破坏文物

的悲剧、闹剧从未停止，“法人违法案”

在中国从未消失。

10月26日，根据国家文物局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

整治行动（2016—2018 年）”的统一部

署，安徽等省都召开了“全省文物法人

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大

会，开始贯彻“对违法行为造成文物本

体和环境风貌损害的恢复整改，对涉嫌

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要坚决按照行刑

案件移交衔接程序，依法移交公安部门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细则。

婺源、黄山古镇，在认真地倾听。

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倾听者。

自 2015 年 1 月 21 日浙江省政府

提出“创建特色小镇战略”一年多来，

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镇如同漫天繁

星般散落在浙江大地上，成为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

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敬畏、

对过往的保护，“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难以带来最

终的精神富裕的。那些成功的小镇，

首先是爱护、敬畏自己的过往。

2016年夏天，温州泰顺遭遇百年

不遇的特大暴雨，当地三座国宝级廊

桥(薛宅桥、文兴桥、文重桥)在短短1

个半小时内被洪水冲垮，令人震惊、

痛心。而修复 15 座廊桥预计花费

3000万元。

“不能让百年廊桥成遗梦”，正是

这样的信念让温州人自发倡议、带头

捐款、寻找木构件，重建“国宝”。目

前，所有款项的明细及工程进度都定

期通过网络平台公布，接受监督。

专业人士的提醒是：对当地干部

来说，“不破坏”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而对投资商来说，更要坚守“保护再

发展”的开发理念，让“家园意识渐渐

成为意识主流”。

2016年，对乌镇古文化的“复制”

已经让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开始获

利。密云县委书记汪先永4年前描绘

的“打造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

示范区”的战略，在和中青旅的愉快

合作中成为现实。

人们总是在接受教训后才能学

会敬仰。

2016 年 10 月，在“纪念中国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活动期间，黑龙江

省委领导特意去看望了当年的抗联

英雄。此时，很多网民表示：哈尔滨

刘亚楼旧居历史原貌遭破坏相当强

烈，难以恢复。看到很多企业领导一

边带着员工去井冈山等红色旅游地

参观，一边丢弃自己的精神家园，实

在是个笑话。

据新华社9月24日报道，在《长城

保护条例》颁布10周年之际，辽宁绥

中一段作为国家文物的野长城在修

缮中被抹为“平板路”成为舆论热

点。

当文物部门坚称“按程序进行维

修”时，曾几次到过锥子山长城的中

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专

家董耀会感慨道，“感受不到长城的

文化和历史，人们与文化遗产对话的

渠道被割断了。”

而修缮，要尊重历史原貌，这关

乎境界而不仅是技术。

2016 年 10 月 25 日，杭州万科良

渚文化村再次获得“创新奖”。

在很多村民心中“村子参赛的过

程也是孩子们获得‘根文化’的教育

过程。知道生活在具有 5000 年农耕

文化的遗址地带，就应该为家园的现

在、未来尽职尽责，做好保护。”村民

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感谢企

业、企业家能够给十万户村民留下宝

贵的“遗址保护带”，可以让孩子们永

远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从稻花、菜花

的香气中体会到祖辈的智慧。

日前，住建部网站公布了 127 个

“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其中，

黑龙江省有3个小镇获得了“特色小

镇”称号。

有人欢喜有人忧，这一话题很快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0月25日，一位艺术系教授在其

微信圈表示：“是伤心呢，还是开心

呢？想到哈尔滨老火车站和 20 年前

济南火车站同样的命运，我的心就

疼。”被拆除的哈尔滨老火车站只能留

在教授的记忆中。让教授羡慕的是，

10月24日，济南老火车站的设计者赫

尔曼·费舍尔的孙女西维亚女士受山

东文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徐国卫的邀

请，从德国来到了济南。此行西维亚

有个愿望，就是给一直关心老火车站

设计者的市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

关费舍尔设计济南老火车站的相关资

料，在德国柏林的某个机构也有保存。

据记载，1992年被拆除的济南老

火车站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曾被

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

第一站，是我国享誉世界的著名地

标。而今天的“复制品”被业内人士称

为“赝品”。

这就像一个城市的文化伤疤。而

历史真的是过眼烟云吗？

这个消息对于“亲眼见济南老火

车站被拆除”的人来说，只是多了一层

深深的痛苦。因为西维亚也说，她对

于济南老火车站的印象来自于父亲临

终前给她的一本书：“书上有祖父建设

的老火车站的照片，很美。”

那么，类似这样的古老火车站到

底有多少文化价值？

2016年8月28日，央视直播“哈尔

滨国际马拉松比赛”期间，四川一位想

去哈尔滨投资的企业家在其微信圈上

表示：“说到根子上，还是软环境不尽如

人意”。他说“软环境”时，让人们想起

了哈尔滨市纪委网站发布的关于《哈尔

滨刘亚楼旧居遭强拆（续）》的报道。虽

然“双城区长等11人被追责”，但这些

记忆还是刺痛了“民间文物保护者的心

灵，也打击了投资人的投资热情”。因

为文物旧址已成废墟，让这个“冰冷”的

城市再一次遭受文化重创。

有“灵魂”的小镇善待过往

勿忘历史的容颜与祖辈的叮咛

让喜剧“刷新”悲剧

保护文物、历史

文化遗址，就是

为了保护子孙

后代的幸福，而如此

简单的逻辑，在人类

的道德情感世界中依

然障碍重重。这是很

多文物保护工作者最

无奈的话题。

违法者破坏的文

物本体，实际上就是

自己的历史、祖辈的

过往。而在很多富裕

地区，人们善待过往，

没有因为现代文明而

抛弃历史，比如一些

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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