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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腰椎间盘突出，是纤维环破裂，髓核
从破裂处突出压迫神经根，髓核向正后方突
出，还会压迫椎管引起椎管狭窄症，由于椎间
盘是无血管组织，现有药物很难进入病灶，导
致该类疾病久治不愈，病人痛苦不堪…

危急时刻，一种“配方奇、浓度高、见效快”的
尖端产品在首都北京研制成功了，由于针对病
因，药力强大，部分患者24小时就能见效，灵妙
如仙，而取名为“仙草活骨膏”。

与其他药物不同，“仙草活骨膏”独家采用现
代生物技术提取而成，内含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
进入组织深部与突出物发生连锁生化反应，使突出
物失水萎缩，体积变小，钙化增生炎症消除，从而解
除对神经和椎管的压迫。专门针对：椎间盘突出膨
出及其继发病症（椎管狭窄、椎体滑脱、骨质增生、
压缩性骨折），不怕重，越重效果越快…即便是手术
失败瘫卧在床的患者也有康复的希望。既避免了
口服药引起的胃肠不适、肝肾损害，又避免了手术
痛苦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愈后可以开车、爬山、打
球、跑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蚌埠刘先生五年前患腰4-5椎间盘突出、腰5骶1
膨出、椎管狭窄、第4腰椎增生滑脱，刚开始是腰疼、没多
久臀部和腿也感到疼痛麻木，弯不下腰，走不远路，上下
车都感到十分困难，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沙
发上趴着躺着度过的，四处求医无效，不得已做了手术，
结果仍没有好转…痛苦之中，突然发现了“仙草活骨膏”，
用后次日麻木之处就有痛感，不到两个礼拜，已能走五
六里路，坐立走躺灵活自如，据刘先生女儿介绍,多年来，
其父治病所花费用高达十多万元，仅在市某医院就花了
三万八,到头来,医生宣告,其父患的是顽疾,不好治，除非
再尝试一次手术…而“仙草活骨膏”,仅980元就基本康
复,至今五年无复发，这令刘先生举家都感到惊喜！

“仙草活骨膏”不含川乌、草乌、马钱子，不以暂时
止疼蒙蔽患者，而以轻松弯腰自由活动来检验效果，
最好对比使用前后CT、磁共振片更能说明问题。

另有“仙草骨痛贴”专治膝关节骨质增生、滑膜
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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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GDP与幸福感之辩能否求解城市病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

欲罢不能的心结。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

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

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据《中国青年报》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

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

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

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

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

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

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

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

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

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

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

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 年 8

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

到2007年 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

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

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

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

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

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

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

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

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

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

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

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

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

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

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

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

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

后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

措施，交通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

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中国的城市化

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

展战略上没

有作出结

构 的 调

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由于我国的

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

化，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

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

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

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

也在降低。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

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

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

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

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

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

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

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

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

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

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

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

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

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

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

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

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

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

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在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

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

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

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

求形象工程。”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

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

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

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

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

城市压力。

按照汪玉凯的思路，现在大城市

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

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

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

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

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

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

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

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提高注册企

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调整城

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

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

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

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

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

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

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

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

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

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

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

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

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

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

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

这些弯路。

“过去总是用 GDP、效率来考核

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

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

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

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城市为谁而建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