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吊白块、苏丹红、柠檬
黄——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
心有余悸，也让食品安监部门倍感头疼。
据了解，我市120个基层工商所均将配备
能快速检测41个项目的食品综合分析仪，
可随时免费检测群众送检的食品。（见昨日
本报A08版报道）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
行政监管的方式来保障：有关部门制定食品
安全的相关标准，对企业进行资质审查，质
检、工商、卫生等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加工、
经营企业进行监督抽查。这种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效果不错，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食品
生产企业、食品经营主体很多，小作坊、小摊
贩不计其数，全部实现有效监管殊为不易。

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乃至规则设计仍
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作为利益的相关方，消
费者其实不缺乏维权冲动。如今，我市120
个基层工商所均配备了多功能食品综合分
析仪，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好平台、大便
利！过去，即使对所购的食品有疑虑并将
其送检，囿于技术门槛，维权的及时性、有
效性大打折扣。现在，半个小时内，食品中
含有的添加剂或者非食用物质就能被精确
测出，被查出问题的食品马上就会被暂扣
处理，不法经营者跑不掉了！

要真正让这些食品综合分析仪发挥作
用，需要洛阳千千万万的消费者积极参与，
积极维权。广大消费者的力量是最强大
的：我们几乎每天要选购食品，只要多留
心，多走几步路，发现并协助惩治违法者的
机会随时都有。

当然，消费者维权与政府监管、社会监
督息息相关。笔者建议将消费者维权信息
与媒体和行业监督有效结合，通过制度安
排，由相关部门根据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定
期发布相关食品安全信息；根据消费者维
权信息建立、健全针对食品生产者、销售者
的质量安全信息系统，增强监管的针对性、
有效性等，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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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正常，本
科生“性价比”高

小洛观点

不正常，研
究生能力更强

老谭观点

【今日话题】近来，“研究生争相应
聘环卫工”“研究生返乡种地气死老
父”等新闻引发广泛关注，研究生就
业形势令人担忧。本来争相报考、竞
争激烈的研究生，在就业阶段，情况却不
如本科生，这正常吗？（见昨日本报B05
版报道）

老谭：现在研究生也不好考，相比本
科生，寒窗苦读又三年，结果就业形势还
不如本科生，这让人情何以堪？

小洛：想进高校、研究院所，得有博
士头衔；企业招聘吧，大多是基础性岗
位，更青睐薪资要求低的本科生。至
于企业的中层领导，要么有“猎头”专
门物色，要么是本单位自下而上的升
迁提拔，即便是招聘高管，也要求有工

作经验，基本上没研究生什么事儿。
你说，研究生就业形势没有本科生好，
不奇怪吧？

老谭：多读几年书，势必在专业技能
上会有所提高。本科生确实薪资要求
低，但普遍来说，他们的能力肯定不如研
究生。研究生知识更丰富，能胜任难度
更高的工作。

小洛：问题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除了那些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外，研究生
和本科生的实质性差别并不是很大。比
如说文秘职业，在实际工作中，研究生又
能比本科生出色多少呢？企业是很现实
的，你能为我创造多少价值，我就付你多
少薪水，如果你创造的价值连高中生都
能做到，那就算是博士也白搭。同样的
岗位，研究生、本科生都能胜任，但是本
科生薪资要求更低，那我当然选择本科
生了。

老谭：按你的说法，那大家以后别
考研了，原以为能为将来的职场竞争
增添砝码，现在搞得变成累赘了。将
来如果没人考研了，大家都是本科毕

业去找工作，那是不是又该高中生就
业形势好了？

小洛：你这个逻辑是错的，首先研究
生就业形势不好，不代表深造学习不
好。研究生就业遇冷是多方面因素造
成的，首先是研究生自身在择业的时
候，“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所致；其次
是扩招后，研究生的“含金量”确实有
所缩水；再次是高校设置研究生的专
业方向与现实社会脱节。我不反对多
接受教育，教育使一个人心智更成熟，
思维得以拓宽，这些都是让人终身受
益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前不久，人教版《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在
北京正式发行。这套号称是“目前国内
唯一传统文化教程”的发行，能否终结

“中小学国学教育应否开展”的争论？能
否帮助中小学生“立德树人”？这些问题
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及热议。（11月7日人
民网）

教育上的事情，今日俨然已陷入“求
仁必得仁”的困境。国学教育没来的时
候，把传统文化描摹得就像个宝贝；如今
似“舞禁初开”，又说其实不如公民教育
更重要，要活在当下。以前的国学被“删
节”的时候，感觉就像《泰坦尼克号》的影
迷看不到露丝和杰克；而今“原版”发行，
又说“只学不考”会成摆设——但如果你
真要考试了，他必然又会说这让“减负”
情何以堪。

这几年，国学确实有些“虚热”。穿

汉服、行跪拜礼，背《三字经》、《千字文》，
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祖大
典”……形式上的喧嚣多过内容上的研
习。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纪
宝成就表示，国学“虚热”在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国学教育的严肃性、庄重性，应当
对此保持理性。那么，理性究竟是怎样
的一种姿态呢？所谓的理性，也许就是
淡定一些，看开一些，说到底，国学即便
是门武术，也断不会是教人“隔空打牛”
或“化骨绵掌”的神术。

读一些国学课本，别动辄就指望“立
德树人”——哪怕是增添些史学和世道
人情的知识，也是很有裨益的事情。国
学之所以在传承中有些“异化”的味道，
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愣把国学说成拯救当代文化与
价值体系的“奥特曼”，结果遍地的糟粕
与不堪反而遮蔽了其隐隐的光芒。王蒙
先生说得很中肯：“近百年来，多少先进
的知识分子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痛心疾

首，就因为他们从中找不到通向现代化、
通向国富民强、通向尊严与公正的契
机。”国学与今日的人学、法学、制度学
等不存在代偿关系，应该是互补，至少是
并行不悖的关系，过度的夸张与美化反
而令其面目可憎或骑虎难下。

二是急功近利，过于重视形式而忽
视内容引导。包括今日的国学教育，仍
是道德诉求前置，问题是今日的道德问
题都能靠千百年前的国学来纾解吗？传
承不是目的，发展才是旨归。譬如今日
家长与子女的代沟问题，《弟子规》里讲：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
么，这种教训与恭听的关系、诘责与顺承
的关系契合现代家庭伦理吗？有些东
西，了解就够了。

学点国学，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国
学也只是千万门知识中的一个门类，既
不是阿拉丁神灯，也不是永不过期的万
金油。最好的态度，也许是“一边赶路一
边看书”。

国学当然可学
神化大可不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