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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宗旨是“采集民意，权威解读”——就公众关注的热
点话题进行调查，发布调查结果，并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结合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点评。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数据作为
一种民意表达平台，或有偏颇之处，仅供读者参考。

参与调查请登录以下网址，每周一期。

www.bjnews.com.cn http://netranking.com.cn

■ 第一发布

■ 调查选摘

受访者背景资料

性别
男 69.5%
女 30.5%

年龄段
18岁以下 0.5%
18-24岁 17.6%
25-29岁 28.8%
30-39岁 37.8%
40-49岁 11.9%
50-59岁 2.2%
60岁及以上 11.2%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7.6%
大专/高职 30.1%
大学本科 50.5%
硕士及以上 11.8%

16% 保护地方文化可提升“城市精神”

日前，新华社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进行了一项题为“我心目中的城市精神”的
调查，共有 1537人参加。近半数受访者认为
所在城市的城市精神“存在但没有获得提
炼”，而对于已经提炼出的“城市精神”，受访
者也是感受多元。

半数受众表示不会“赎买放生”
日前，十余名北京放生客

来到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
放生了数千条蛇，大量的蛇爬
进该村引发村民恐慌，全村男
劳力均放下农活加入了“打蛇
行动”。村民称，蛇的数量多，
不知道是否有毒，并且可能对
当地生态产生影响。经林业
公安部门协调，放生客向村民
赔偿了4万余元。

一场善举，结果成了“多
输”的局面。放生者，赔了买
蛇钱，送了蛇的命；当地村民，
一场惊吓，全村打蛇；围观者，
放生之念或因此打消。

新京报“京报调查”对此
发起了一项调查：你会选择

“赎买放生”吗？
根据结果，多数受众仍

存善念。如果有机会，会选
择放生，认为“放生乃善举”的
受众达 67.1%，选择“不会，感
觉没什么用”的受众占 11.7%，
还有 21.2%的受众比较纠结，
选择“不知道，具体要看情况

而定”。
在对待“赎买放生”的问

题上，30.0%的受众选择“会，
很多时候不用钱没法护生”，
50.6%的受众选择不会，担心

“可能导致‘捕捉—购买—放
生—捕捉’的恶性循环”，同样
处于纠结的受众占19.4%。

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认为
“放生乃善举”的受访者会选
择“赎买放生”的比例较高，占
42.7%，而感觉“放生”没什么
用的受访者则几乎没有“赎买
放生”的意愿。

放生本为个人行善，自古
已有。但个人行善亦须遵循
若干原则，方使善事走得更
远。比如，科学放生，尊重客
观自然规律，尊重放生地环
境 ，比 如 依 法 放 生 ，遵 守 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比如积极
护 生 ，从 源 头 上 放 生 ，诸 如
此类。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

你会选择“赎买放生”吗？■ 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由《新京报·评论周刊》与清研咨询联合推出，共回收有效
问卷1181份。

1、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放生吗？（单选）

A、会，放生乃善举 67.1%

B、不会，感觉没什么用 11.7%

C、不知道，具体要看情况而定 21.2%

2、你会选择“赎买放生”吗？（单选）

A、会，很多时候不用钱没法护生 30.0%

B、不会，可能导致“捕捉-购买-放生-捕捉”的恶性循环 50.6%

C、会考虑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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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哪些做法可以提升、培育所在城市的“城市精神”避免“千城
一面”？（单选）

大力发掘、保护、传承地方文化 16%

在发展中彰显城市文化个性 14%

保留具有文化记忆功能的老城区 13%

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活动 12%

使地标建筑设计与城市文化个性相协调 9%

在城市发展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13%

鼓励市民做“文化达人”进行文化创造 10%

各种形式促进社会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 10%

召开大型展会活动 3%

点评：
“ 城 市

精神”是一
座 城 市 的

“精气神”，
民 众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民族的
才 是 中 国
的 ，同 样 ，
地 方 的 也
才 是“ 精
神 ”的 ，忽
视 地 方 的

“个性”，一
味寻找“共
性 ”，难 免

“ 千 城 一
面 ”，难 免
找不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