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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京报 !""#年，中国
女子长跑名将孙英杰因向
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
而轰动体坛，如今，她的丈
夫汪成荣又因为奖金惹上
了麻烦。

!""#年，汪成荣被中
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
他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
!""$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 %

金 &银。!"&&年 &"月，中残
联奖励汪成荣 &'()(&万元。
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
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
（以下简称青海体工一大队）
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
分配，汪成荣不同意。!"&&年
&!月 !$日，青海体工一大队
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大队长
杨海宁称，“他不肯交钱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手段。”

在!""$年 (月 #日公
布的第 &%届残奥会中国代
表团名单中，汪成荣榜上有
名，是整个田径队唯一来自
青海的教练员。他带领 *名
队员参赛，其中弟子张振夺
得男子 #"""米、男子 &#""

米 +&&级别两金，祁顺获男
子马拉松 +&!级金牌，何称
恩获男子 $""米 +%*级银牌。!""$
年 &"月 *日，中国残奥管理中心发
函给青海省体育局和青海省残联，
称汪成荣“在任教期间兢兢业业、恪
尽职守、科学训练，成绩突出”。
除了书面表扬，还有前述的那

笔奖金。这是汪成荣有生以来拥有
的最多的一笔钱，“我（以前）估计
能有不少，还跟孙英杰开玩笑说，
要是超过 $"万元，我就不上班
了，专心在家哄孩子、陪你玩。”
如今奖金远远超过 $"万元，

他也确实不用上班了———因为这
笔钱，他被单位停职了。

!"&& 年 &! 月 !$ 日之
前，汪成荣已有半个多月睡不
好觉。他被上级单位叫去谈话
多次，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汪
成荣把这笔奖金交给单位，由
组织进行分配。汪成荣说，据
他了解，队里已有方案，他只
能拿到这笔奖金的 !",。

汪成荣认为，在借调到
中残联带队期间，他和原单
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有过
任何协议，“只要拿出相关文
件，说我该上交奖金，那我多
少都交，要是拿不出文件，我
一分钱也不交。”大队长杨海
宁称队内有相关文件，只是
不便出示。关于奖金的再分
配，杨海宁不肯细谈，“方方
面面都要考虑到，你以为这
是一个人的事？多少人为你
服务呢？不派你出去，派个阿
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

继“停职决定”后，青海
体工一大队又连发 ' 次通
知，要求汪成荣“说明情况”。
! 月 !% 日，第 ' 份通知称，
“外派执教属职务行为，大队
有权知晓外派者的工作情
况，包括奖金收入”。
在汪成荣提供的一份名为

《关于下发第 &%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教练员奖金的函》中，中残联体育部
把给汪成荣的 &'()(&万元认定为“教
练员奖金”。汪成荣说，他和其他借调
的教练联系过，“其他教练没这事儿。”

停职，只是“初步处理”，“他不肯
交钱的话，我们组织还有其他的手
段。”杨海宁说。 ! ! !范遥"

新建“伪文物”
重寻古城韵？

北京斥巨资重建6处标志性历史建筑———

! ! ! !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宣布将投
入巨资重建 *处北京城标志性历
史建筑，且每年要增加 &"亿元用
于文物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消息一出，各界议论纷纷———
为何不该拆的“真文物”被不明不
白地拆掉了，而又要花巨资在故地
新建“伪文物”？“亡羊补牢”重建新
城楼能否再找回原来的韵味？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重建6处标志性建筑
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宣布，将投

入巨资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
模的“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
程”，拟按照原来的
建筑形制在北京外
城西南角楼、永定门
箭楼及瓮城等 *个
地点新建标志性建
筑，恢复北京原有
的“凸”字形城郭。
“内九外七皇

城四”，城门和城墙
曾是老北京城最显
著的标志，更勾勒
出了北京城典型的“凸”字形城郭。
新中国成立后，因交通等方面的需
求，明清北京城墙被拆除。为弥补这
一历史缺憾，!""!年出台了《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划要
求，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北京旧城的
保护，具体体现在旧城“凸”字形城
郭、历史河湖水系、传统中轴线、皇
城等 &"个层面的内容。基于规划的
要求，相关部门决定实施此次历史
文化名城标志性景观的恢复。

针对文物部门的“大手笔”，社
会关注点集中在质疑上。不少评论
认为，命运多舛的北京古城楼真是
拆也折腾，建也折腾：拆一处，修一
处，重建的还有历史意义吗？一年
&" 亿元的大手笔确实让人“肝
疼”，值么？有点银子把仅剩下的老

房子都看护好了，别再“维修性拆
除”比啥都强。
但也有声音肯定了北京市主动

恢复古城的态度，认为“想修比想都
不想进步了”。人们更多的是怀疑新
建筑能否找回历史的感觉。有学者
公开表示：#""年后，后人也会把现
在的北京城当作文物，并会加以说
明———重建标志性建筑为“仿明建
造”。这如同史上很多仿前朝瓷器
一样，工艺再好，也只是个“仿”。

同时启动两项工程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实际上，北京市此次同时启动的

两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名
城保护工程，分别是“名城标志性历
史建筑恢复工程”和“百项文物保护
修缮工程”，一个旨在重建古城地
标，恢复“凸”字形骨架，另一个重在
保护和修缮现有文物遗产。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了恢复明
清北京城“凸”字形城郭，亮出古都
整体形象和传统城市结构，北京市
政府及东城区、西城区政府今年将
力争启动明北京城城墙遗迹、永定
门瓮城及箭楼、北京内城西南角
楼、左安门角楼、右安门角楼等重
要节点景观修复工程，形成内、外
城的整体景观。在经费方面，从数
额上看，每年 &"亿元在全国首当
其冲，足见北京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的决心和力度；从分配上看，这 &"

亿元并非全部用于复建，还将投入
到“百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现有
六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

保护永远是第一位
针对舆论质疑，北京市文物局

目前已在官方网站设立了“名城标
志性历史建筑复建工程民意调
查”，广泛征求网友意见。

记者登录网站后发现，调查问
卷只有两条内容，其中一条是“您如
何看待以上介绍的工程”，另一条是
请网友对复建工程提出“具体的意
见或建议。”记者在投票后发现，与
不少网络调查不同的是，投票人无

法查看结果。
记者在问询北

京市文物局相关工
作人员后得知，此
次调查是北京市文
物局委托一家网站
发起的。据这位工
作人员透露，截至 !

月 !$ 日中午的投
票结果是：有 '-)&,

的人支持复建或修
缮，认为将“有助于恢复老北京风
貌”；!-)(,的人认为复建意义不大，
“即便复建，也只是徒有其形”；另有
!#,的人认为无所谓。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认为，北
京市文物局此次的重建本身不属于
文物保护和恢复工程。“文物拆掉了
就是拆掉了，是永远恢复不了的。”
谢辰生说，如果为了恢复北京

城原有的“凸”字形轮廓，依据旧有
的形制选择性地复建一些地标是可
以的，但必须明确其不是文物。谢辰
生告诉记者，与现有文物保护相比，
文物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低
一些。“我不反对做一些标志性建
筑的重建，但就文物工作而言，保
护永远处于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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