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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焉：走向法庭

春风十里，郭子焉 （化名） 本可以

开 着 敞 篷 宝 马 兜 风 ， 但 他 偏 要 破 费 万

金，把车运到德国，自个儿坐进肃穆的

法庭，听一长串不知所云的外语。

这事儿他大可以囫囵过去，见好就

收 。 此 前 ， 因 后 备 箱 和 敞 篷 支 架 的 故

障，他与宝马中国交涉，得到了免费修

理锁孔的许诺。

但宝马中国一直称，故障是“外力

原因”引起，不是公司的责任。郭子焉

不服，直接告到了德国。于是免费修理

泡汤了，还多花了好些钱。他自称 3 月

里瘦了 8 斤，觉都睡不好，有人捎话给

他，说宝马要请最好的律师，打到他倾

家荡产。

这种自己吃亏也要较真儿的人过去

也 有 。 1998 年 ， 有 一 场 著 名 的 “1 元

钱”官司。中学教师高河垣在退换缺页

书本时，要求补偿来往车费 1 元钱，书

店不肯。为了追这 1 元钱，他后来出了

大几千块诉讼费。很巧，引起官司的那

本书叫 《走向法庭》。

近 20 年后，“走向法庭”的郭子焉

依然是新闻人物，看来“走向法庭”的

人还没增加到不足为奇的地步。这也正

常，路若不顺，纵然买得起宝马，人们

也兜不起风。

杨泮池：不再续任

穿着黑色 T 恤衫，胸前印着代表台

湾大学的“NTU”，一副无框眼镜，一

头银发，坐在台上的杨泮池很有好校长

的样子。就是在 3 月 18 日的这场行政会

议中，他宣布今年 6 月任满后，将不再

续任台大校长。

有人，主要是台大的一些师生，觉

得这言重了，甚至认为指控杨泮池论文

造假的舆论背后，“有看不见的黑手”。

但也有人觉得，这仍然不够。杨泮

池的引退理由是，为了台大不再遭受误

解，为了整个台湾学术界的和谐，避而

不谈牵涉自己的造假风波。

众说纷纭中，抹不掉的是写在 4 篇

论文上的名字，这 4 篇论文涉嫌造假，

杨泮池被列为共同作者。2 月底，在杨

泮池仍是校长的情况下，经台大教评会

决议，解聘了第一作者，但杨校长却没

事儿。

今次宣布不再续任时，杨校长哽咽

了，这又很有好校长的亲切样子。我强

调 “ 样 子 ”， 绝 不 是 暗 示 他 其 实 不 好 。

只是“样子”是靠不住的，所以到处都

在呼唤程序和制度——连杨校长本人都

不反对这一点，他声称，在剩下的 3 个

月任期里，将努力建立台大的学术伦理

机制。

栗远奎：赛跑记忆

31 次赴日陈述受害事实后，“重庆

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栗远奎，

在 2015 年得到了一审结果，走到这一

步历时 13 年，而法官宣读判词仅用了

48 秒，败诉。

3 月 18 日，该案的二审在东京高等

法院二次开庭。律师称，上诉很可能被

驳回。

但栗远奎说，过程比结果重要。站在

被告席的不仅有日本政府，还有人类健

忘的习性，诉讼是一种唤醒。在日本，大

轰炸并没有被掩盖，而是被视为战绩得

到宣扬。事情本身还躺在故纸堆，人们却

忘了它的恶。

活一天少一天的栗远奎正在与这不

牢靠的记忆赛跑，包括他自己的记忆。那

是 1941 年的 6 月 5 日，有雾，根据经验，

轰炸不会来了。傍晚 6 点，战机却轰然而

至。躲进防空洞的栗远奎经历窒息和踩

踏惨案，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的两个

姐姐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一年他 8 岁。

尚没有技术能复原出人的记忆，这

不意味着遗忘就能多一些正当性。

明经国：杀人被捕

不能因为他头上鲜血淋淋，腰间系

了一条化肥袋子，穿着解放鞋，问什么

答什么，眼神看起来“老实巴交”，就

说他，一个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好人，

值得同情。

也不能因为他是一位乡人大主席，

正在组织“空心房”拆迁，就说他，一

个被镰铲打死的人是活该——即使他犯

了什么罪，也该交给法律。

道理似乎是这样的，但 3 月 18 日，

当用镰铲打死了卓某的明经国满脸鲜血

地出现在一条视频里时，舆论仍倒向了

这个“可怜人”，有人甚至称他为“英

雄”。

到了这个地步，明经国已不仅是他

自 己 。 他 被 架 上 了 戏 台 ， 被 贴 上 了 角

色，被纳入了一场众筹的“集体想象”。

在这种“想象”中，公开报道里所

说的“现场村干部与明某某没有发生冲

突”是唬人的道具，而明经国之子才像

一个“正面角色”，他说，对方曾告诉

父 亲 ， 不 让 拆 就 送 去 坐 牢 。 至 于 死 者

19 岁 的 儿 子 ， 情 节 已 经 如 此 丰 富 了 ，

他根本挤不进去。

其实起哄的人，也只是明经国之外

的 “ 群 众 演 员 ”。 激 发 起 情 绪 的 “ 导

演”则藏在帘子后，形状未明。

程曼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 渺

每年秋末，62 岁的闫文玲就会搭乘 4
个 小 时 的 飞 机 ， 从 北 京 飞 到 海 南 省 三 亚

市 ， 在 这 个 有 着 “ 阳 光 、 沙 滩 、 海 浪 ”

的热带小城“猫冬”，直到次年春天，再

飞 回 北 京 ， 去 独 生 女 儿 家 中 居 住 一 段 时

日。

入 伏 前 ， 她 会 回 到 老 家 内 蒙 古 避

暑 。 老 家 “ 即 使 在 最热的日子也不需要

开空调”。闫文玲会用一整个夏天照看她

的小块菜地。等到秋天，院子里的西红柿

由绿转红，再次飞往南方的时候就到了。

从北到南，从温带到热带，飞过大半

个中国，越过北回归线，跨过 20 多个纬

度。她是一只“候鸟”。

据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调研统

计，和闫文玲一样，秋冬栖居在三亚的老

人 大 约 有 40 万 。 他 们 大 多 是 从 东 三 省 、

内 蒙 古 、 新 疆 等 北 方 省 市 “ 飞 ” 来 ， 甚

至，还有从俄罗斯和韩国远道而来的。

他们在三亚湾的沙滩上散步，在海月

广场上跳广场舞，在社区里打牌。

他们甚至开始融入这个城市的日常生

活，在公园里摆理发摊子，在酒店里当场

画水墨画叫卖，在超市打工、用大砍刀猛

劈榴莲和椰子。

他们随着季节迁徙，被称作“候鸟老

人”。

家乡“在北方的寒夜里大雪
纷飞”，候鸟老人们“在南方的
艳阳下四季如春”

在三亚的每个早上，闫文玲都会睡到

自然醒。上午十点半左右，她拄着拐杖下

楼，在小区里散步。3 年前她的右腿做过

手 术 ， 散 步 的 时 间 不 会 太 久 ， 大 约 只 走

2000 步。

整个小区占地约 13.7 万平方米，傍着

横穿城市的三亚河。小区里到处都种着高

大的棕榈树、椰子树和榕树，热带植物特

有的巨大枝叶，密密地遮挡在头顶上，温

度“比小区外面低了两度”。

三亚的室外温度在 30 摄氏度时，在

闫文玲的老家，气温仍保持在零摄氏度左

右，夜间最低气温甚至达到零下 11 摄氏

度。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家乡“在北方的

寒夜里大雪纷飞”，候鸟老人们“在南方

的艳阳下四季如春”。

中午最热的时候，在小区里遛弯儿的

人渐渐少了，没有谁愿意在热带的日头底

下晒着，老人们陆续躲回了屋檐下，等到

下午三四点钟，人才会再次多起来。由于

身体原因，闫文玲下午不会再出门了，她

的老伴儿或去菜市场买菜，或去社区的老

年人活动中心打桥牌，而她就宅在家里，

睡睡午觉，翻翻书，看看电视剧。

一 天 很 快 又 消 磨 过 去 了 ， 简 单 而 悠

闲。

“三亚的气候，对我的脊椎和腿比较

好。”闫文玲的手抚着右腿，对中国青年

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海南岛上分好几个

气候带，而三亚地处北纬 18 度，属热带

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冬季温度适宜，夏季

也不会太热，是全国最适宜越冬养生的地

区之一。

她的公公婆婆也在三亚过冬，两位老

人已经 90 多 岁 ，居 住 在 离 闫 文 玲 家 不 远

的 另 一 个 社 区 。那 里 离 三 亚 市 著 名 的 海

鲜 市 场 更 近 ，老 人 家 下 个 楼 ，遛 遛 弯 儿 就

能走到，买一条当天捕捞上来的海鱼。

同 样 在 三 亚 过 冬 的 李 梅 （应 受 访 人

要求化名），更喜欢去三亚湾大桥外的早

市买海鲜。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天蒙蒙亮

的时候，渔民们就拎着最新鲜的渔获，坐

在大桥边的广场上叫卖。各种让李梅叫不

出名字的鱼，盛在大大小小的盆里吐着泡

泡，她挑得不亦乐乎。

李梅的老家在吉林省一座小山城，退

休后，她把房子买在了三亚湾的边上。女

儿则在北京工作，朝九晚五，周末偶尔还

要加班。过年的时候，一家三口会在三亚

团聚，她和老伴儿陪着女儿度过七天的假

期。下楼走过一条单行路，不到一百米，

双脚就可以踩在沙滩上。

李梅有着东北人惯有的热情和口音，

第一次来三亚过冬的那年，她很快就碰到

了有着同样口音和热情的人，也发现了街

头巷尾的东北菜馆。“这旮沓到处都是东

北人了。”她乐呵呵地说，人字被她读成

了“银”的音。

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负责人之

一王颖同样来自东北，她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已经有 20 多年了。在她看来，眼下这

个转型时期，家庭式养老已经无法承担正

在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重压，而社会养老

和机构养老，也同样考验着政府的社会服

务能力。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显示，截至 2016 年年末，我国 60 周

岁 及 以 上 老 人 约 有 2.3 亿 ， 占 总 人 口 的

16.7％ ， 相 比 2014 年 ， 增 加 了 两 个 百 分

比。中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异地养老，或者说休闲养老，或许

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推广的模式，这也是我

们成立三亚异地养老协会的初衷。”王颖

说。近年来，异地养老正在逐渐被更多老

年 人 接 受 。 目 前 ， 三 亚 异 地 养 老 协 会 有

8000 多名会员，来自 28 个省区市。

飞向三亚的候鸟老人们越来
越多，这座城市也在变得更适宜
养老

家中最早动念要去三亚过冬的，不是

闫文玲，而是她的公公婆婆。老人家常年

在公园里活动筋骨，相熟的老朋友顺嘴提

起了三亚——相距 3000 多公里的一座城

市，与家乡比，一南一北，一热一冷。

2008 年 ， 闫 文 玲 的 公 公 婆 婆 开 始 了

候鸟老人的生活，两年后的春节，闫文玲

和老伴儿，带着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一大

家子人，在三亚过了个年。

飞向三亚的候鸟老人们越来越多，这

座城市也在变得更加适宜养老。

越来越多的楼盘，开始直接把“社区

养老服务”当做卖点。在北京、上海，印

在楼盘海报上的烫金大字往往是“国际”

“ 时 尚 ”， 而 在 三 亚 ， 则 是 “ 乐 享 康 年 ”

“旅居享老”。

海南是全国首批启动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的 22 个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第一

个实现医保结算与国家平台联网的省份。

截 至 2016 年 年 底 ， 海 南 省 已 经 与 东 三

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上海等

地签订了异地就医协议，全省有 38 家定

点医疗机构能够医保异地结算，而三亚有

其中的 5 家。

遗憾的是，闫文玲的医保关系是市级

的，而在三亚，目前还只能使用内蒙古自

治区本级的医保卡。闫文玲只好“自己花

钱买药看病”，但这个小小的不方便，并

没有让她打消在三亚常住的念头。而且她

觉得，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没准再过不

久，她的医保卡就可以在三亚的医院使用

了。

闫文玲花了很长时间，挑选自己心仪

的栖居地。她看过，也租住过不少房子，

发现这里几乎每个现代化的小区，都有专

门的社区养老中心。

她在一个小区租住过几个月，那里位

于凤凰路和迎宾路的交叉口，依山傍水，

小区门口有一栋二层小楼，专门为社区的

老人们服务，提供了健身房、图书馆、健

康咨询室、棋牌室等场地，墙上挂满了书

法 和 国 画 ， 都 是 社 区 里 “ 候 鸟 ” 们 的 习

作。

有些老人不爱窝在室内，就干脆在小

区凉亭中的石桌上铺上块毯子，打起了麻

将。

每到周末，社区养老中心二楼的多功

能厅，会被小区里的京剧票友们占据，京

胡吱吱呀呀拉出一曲西皮流水，票友们开

嗓一唱，“还真有点儿意思”。票友团体全

盛的月份是在“过年的那几个月”，最多

能有二十多人，但入了三月，人就渐渐少

了。

“那儿还是挺不错的，”闫文玲回忆，

但她最后没有选择那里，而是挑中了现在

居 住 的 小 区 ，“ 树 更 多 ， 离 市 中 心 也 更

近 。” 拉 开 小 阳 台 的 拉 门 ， 往 藤 椅 上 一

坐，眼前就是三亚河的游艇码头。

这个小区同样有社区养老服务，逢年

过节会组织联欢，来自各地的“候鸟”们

在活动中心唱歌跳舞。

这几年，三亚的房价和租金都涨得飞

快，位置和环境好一些的小区，一平方米

的价格平均两到三万元。租金则分为长租

和短租，年租平均每月 3500 元左右，月

租最贵是在过年前后，几乎要五六千元一

个月。

从事服务业的当地人有着最直观的感

受：往年一过了旅游旺季，这座城市就会

人数骤减，但近几年，要过了春天，街上

的人才会逐渐变少。短途的游客没增加多

少，常驻的老人却多了起来。

据王颖介绍，在三亚的候鸟老人，有

些用的是自己的积蓄，也有一些是由高收

入的儿女们供养着，总体来说，经济水准

基本在“中产”及以上。

他 们 大 多 都 是 第 一 代 独 生 子 女 的 父

母，打拼了大半生之后，轮到他们的儿女

们，在北上广继续打拼。

有时候她也在想，是不是让
孩子留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打
拼，就是“最好最合适”的生活。

春 天 到 了 ， 候 鸟 老 人 们 开 始 陆 续 北

迁。石桌旁打麻将的东北大娘，也开始凑

不齐牌搭子了。

“我十五号回，你呢。”沈阳来的大娘

说。

“三十号回。”哈尔滨大娘答。

你一言我一语，她们感慨，“都往回

走了”。

4 月 16 日，三亚开往哈尔滨的“返乡

夕 阳 红 号 ” 旅 游 专 列 将 要 首 航 ， 途 经 湛

江 、 桂 林 、 张 家 界 、 邯 郸 等 城 市 ， 历 时

10 天，配备医务人员全程问诊。821 个铺

位已全部预订完毕，乘客全是来自三亚、

五指山等地的候鸟老人。

闫文玲打算住到 4 月底。算一算，这

回她在三亚要住将近半年。她栖息在这座

热带滨海小城的时间，从最初的“只过个

春节”，到“住个把月”，再到如今，一年

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三亚。闫文玲自己都

对此有些惊讶。

“也许将来还会更久吧。”她猜。她有

许多同龄的朋友，也陆陆续续成为在三亚

“猫冬”的候鸟老人。

而在王颖的印象中，候鸟们的儿女，

对父母长居三亚，往往都是赞同的，因为

这里“环境好”“无污染”。许多“候鸟”

的孩子都在外地打拼，老人们在老家留守

同样没有儿女在身边，“那还不如选个环

境好的地方”。

闫文玲最近发现一个新现象，越来越

多“候鸟”把孙辈也接了过来，既能“躲

霾”，又顺便帮儿女们带了孩子。她认识

的 一 位 朋 友 ， 孙 子 在 三 亚 的 爷 爷 奶 奶 身

边，一直带到上完了幼儿园，才被父母接

了回去。

闫 文 玲 的 女 儿 也 在 备 孕 ， 她 动 了 念

头，到时候，或许真的可以把孩子接到三

亚来。毕竟，“北京的雾霾对孩子太不好

了”。

有时候她也在想，是不是让孩子留在

大 城 市 打 拼 ， 就 是 “ 最 好 最 合 适 ” 的 生

活。她觉得，在这样一个气候宜人、生活

节奏慢的小城市生活，似乎也很好。压力

小一点，对身体好一点。

但 她 又 说 ：“ 或 许 还 是 更 适 合 老 人

吧。”

李 梅 喜 欢 三 亚 ， 也 喜 欢 北 京 ， 最 爱

的 还 是 老 家 。 但 老 家 冬 天 零 下 二 十 多 摄

氏 度 的 气 温 ， 越 来 越 不 利 于 她 和 老 伴 儿

的 健 康 。 她 成 为 候 鸟 老 人 也 有 些 年 头

了 ， 偶 尔 也 会 接 待 从 老 家 过 来 度 假 的 亲

戚 朋 友 ， 领 他 们 去 三 亚 街 头 的 东 北 馆子

吃家乡菜。

在当地人眼中，这些外来人口，既带

来了商机，也抬高了物价和房价。在三亚

甚至有一句戏言，“三亚都要被东北人占

领啦”。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东北馆子，但

矛盾和冲突也渐渐多了，甚至时常有三亚

人和东北人在公交车上打架。网上偶尔还

会出现一些“互掐”的帖子，评论区充满

了火药味儿。

“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就是

想要在三亚政府和候鸟老人之间，搭起桥

梁，拉起纽带，”王颖对记者说，“也帮助

候鸟老人们，融入当地生活和社会，毕竟

我们都在这边买房子了嘛。”

三亚异地养老协会曾经开办过专题讲

座 ， 发 放 过 《海 南 异 地 养 老 服 务 指 南》，

常年提供义诊和法律咨询服务，组织过演

出。今年 1 月，协会举办了一个“千人单

身联谊会”，有不少单身“候鸟”参加。

“其实我也是候鸟，我们想让候鸟们

在三亚有个家。”王颖说。

闫文玲已给内蒙古、北京和三亚都赋

予 了 家 的 属 性 。 但 无 论 在 老 家 还 是 在 三

亚，女儿都没办法长期陪伴她。

今年春节，女儿女婿请了将近 20 天

的长假，飞来了三亚。这些天是热闹的，

她陪着他们去了海滩。因为身体原因，原

本 水 性 很 好 的 闫 文 玲 ， 无 法 再 下 海 游 泳

了。她坐在沙滩椅上，头顶是棕榈叶子编

成的大遮阳伞，看着阳光在蓝色的波浪上

摆荡，也看着孩子们乘着摩托艇在海面上

飞驰。

假 期 很 快 过 去 了 ， 孩 子 们 飞 回 了 北

京，她和老伴儿继续过着悠闲且单调的日

子。但她并不觉得失落。

上周，闫文玲报了一个环岛游，当她

的 女 儿 堵 在 北 京 下 班 高 峰 时 段 的 环 路 上

时，她正站在海南岛的一处风景区里，享

受夕阳的余晖。

空巢老人变身候鸟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

再 熟 悉 不 过 ： 为 了 救 患 有 阑 尾 炎 的 妈

妈 ， 7 岁 的 小 爱 迪 生 找 来 几 面 明 晃 晃 的

大 镜 子 ， 让 油 灯 的 光 聚 在 一 起 ， 机 智 地

让 家 中 房 间 变 亮 ， 医 生因此成功实施了

手术。

对于这则出现在人教社小学二年级下

册语文教材中的名人轶事，很少有人质疑

它的真实性，直到 8 年前，数位语文教师

开始和它“死磕”。死磕的理由也相当充

分 —— 没 有 任 何 一 本 爱 迪 生 传 记 提 及 此

事，更何况爱迪生 7 岁时，医学史上还没

出现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

这些年，我们学的究竟是不是“假课

文”？漫天的质疑、声讨、抗议，如雪花

扑面而来，凝结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 面 对 步 步 紧 逼 的 读

者 ， 教 材 编 者 没 有 让 步 ， 他 们 也 较 上 了

劲 。 有 编 者 坚 决 回 应 ，《爱 迪 生 救 妈 妈》

绝 非 “ 杜 撰 ” 的 故 事 ， 它 是 “ 有 来 路

的”。一部 77 年前的美国黑白电影，以及

一篇 34 年前的人教版初中英语课文，就

是这篇文章的素材来源。

被问号击中的我，扒出编者提及的影

片 和 课 文 。 当 看 到 头 戴 鸭 舌 帽 的 小 爱 迪

生，拿着镜子围在母亲病床前那一刻，我

坐在屏幕前长舒了一口气。至少，这不是

一篇“比三聚氰胺更毒的假课文”。虽然

救母的真实性仍然难以求证，但最起码，

它有源可溯。

要不是读者和编者“掐架”，恐怕我

到现在也不知道，爱迪生救妈妈一事，除

了一部老电影，并无其他可以相互佐证的

资料，而在故事的原产地美国，普通人几

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则名人轶事。

不过，除了释疑，编者似乎还大喊了

一声“打住！”一个声音冷静地说，“教材

可以批评，但不要炒作。”

我倒认为，只要是理性的声音，争议

更激烈也无妨。倘若双方都摆出自己的观

点和依据，辩论，较真，“假课文”的质

疑岂不会烟消云散？

就 怕 不 “ 较 真 ”。 有 编 者 委 屈 地 回

应，“语文不是历史”，主要功能应是为教

学服务。也有教师淡然称，不必纠结真实

性，只要价值观向善就行。

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如果语文

教学纯粹是传递知识，我们的课文怎么会

经过千百回的精挑细选，几乎所有的文章

都 旋 律 一 致 地 弘 扬 美 好 高 尚 的 情 感 ？ 可

见，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可能回避价值观的

潜移默化。

但为了弘扬善的价值观，就可以抛掉

真实的内核吗？真与善冲突时，宁要朴素

的真，也不要掺假的善。一个并不完美的

真实形象，远胜人为塑造的高大英雄。

《爱迪生救妈妈》 一文总算“辟谣”，

但还有不少读者心中的“假文章”，仍在

等待编者一一“较真”，澄清。

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 讲诉了父

亲手刨救子的故事，但这场让 30 万人受

到伤害的洛杉矶大地震，具体的年份却被

调 来 调 去 ， 先 从 “1989 年 ” 变 成 “1994

年”，最终变为含糊其辞的“有一年”。

《乌鸦反哺》 中则称，一个小学生和

妈妈在树林中散步时，亲眼目睹小乌鸦衔

着虫子飞进巢里，给老乌鸦送食物，但生

物学上，乌鸦并没有反哺习性。

并 非 只 在 中 国 ， 有 人 给 教 材 “ 挑 刺

儿”。美国有学者出版了一本 《老师的谎

言》， 炮 轰 了 美 国 教 科 书 中 的 错 误 和 偏

见。不过，在美国，官方也认同教材内容

应保持真实的内核。德克萨斯州、威斯康

星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及加利福

尼亚州均明文规定，教材中出现的事实性

材料必须准确、客观。

但在我国的 《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

文教材编写原则》 中，只强调了文章需符

合时代要求，语言文字要规范，并未对课

文所选故事的真实性作出说明。

语 文 不 是 历 史 ， 但 也 要 守 住 真 的 底

线 。 我 们 期 待 ， 教 材 编 者 能 够 更 “ 较

真 ”， 对 涉 及 史 实 的 内 容 抠 得 更 细 。 毕

竟，如果连我们的教育都是虚假的，又怎

能指望构筑出真诚的灵魂？

语文教材编者还可以更“较真”
郭路瑶

新闻眼

事件观

受伤的共享单车
3 月 14 日，四川成都，一处“共享单车”
维修站，工作人员正在维修损坏的单车。
这里维修的不少单车都是人为破坏造成，
还有一些车是从河里捞上来的、火烧过
的、车锁被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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