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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竟寄望于“人类排毒能力”？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昨日7时许，
细小的雪粒零散地从天空落
下，没多久，小雪粒聚成了大
雪片。11 时许，市气象台发
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市区的中雪仍将持续一段时
间，局部地区有大雪，大部分
地区有雾，能见度差。由于
路表温度低于 0℃，可能出
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
现象。（见本报今日 A09 版
报道）

这两天，洛阳特别冷，最低
气温低于 0℃。今天路表温度
可能低于 0℃，不少地方要结
冰了。

天寒，待在没有暖气的室内
尚手脚难伸，留在室外要遭多大
的罪可想而知。一场酣畅淋漓
的雪降临了，无疑让多数人感到
愉快。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雪花
和寒冷，却让人发愁。

12 月12日晚，郑州市解放
路立交桥下，一名年龄四五十岁
的男子靠在电线杆上离开人世，
死因不明。有网友发微博称此
人是冻死的。据目击者说，此人

已在那里坐了三天。其间一位
女环卫工曾多次询问他是否需
要帮助，但他默默拒绝，只是接
过了一瓶热水。

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不
论什么原因，生命的逝去总让人
叹息。流浪者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不可否认，其中不少人在选择
这种生活状态的同时，并不愿意
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的救助。但不
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些特殊群体，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并不知
道可以向谁、如何获得救助。

在这样的天气里，对这些
城市角落里的边缘人，我们的
民政等部门已主动展开救助。
救助，重要的是找到他们并及
时给予关怀。虽然《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
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
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
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
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员
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但在
这样的寒天，需要被救助者的
信息不一定能广泛、及时地传
递到职能部门。

那么，在这样的寒天，对出
现在自己视线里的都市边缘
人，无论是流浪儿童、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还是需要帮助的
外来务工人员，我们能不能伸
出手去帮一把、问一声？也许，
一个求助电话、一顿热饭、一件
棉衣，就能帮助他们熬过这雪
天。不以善小而不为，在这寒
天展现人性之美，是一种发自
心底的温柔，是我们爱这座美
丽洛阳城的明证。行走在风雪
中，假如偶尔会看到有人瑟缩
在路旁、檐下，不要只留下短暂
的怜悯和一声叹息，请给予他
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然，不得不在寒风雪花
中讨生活的，更多的是普通的劳
动者：手上裂了口子的修车师
傅、脸庞冻得通红的小摊主……
是的，我们不需要为其做什么，
但一句温暖的话语，可能就让他
们倍感亲切——充满人情味的
问候，暖的是心。

雪花和寒风，伤不到每个
人心里良善的种子。只要愿意
呵护，它必能茁壮生长，得一片
蓊郁苍翠的树荫，庇佑自己，荫
泽他人。

雪天里
送别人一份温情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茅台集团在
贵阳召开媒体见面会，回应对
其产品含塑化剂的质疑。在发
布会上，北大教授李可基声称，
塑化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
的，是匆忙应急的。谈及三聚
氰胺，他表示三聚氰胺基本是
无毒的物质，成人喝下去不会
损害人体，“人类几百万年都没
有灭绝，说明人类的排毒、解毒
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12月13日《钱江晚报》）

从此前含羞带怯的“适度
无害”，到现在的“根本就不是
问题”，这已经成为一种值得警
惕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一个专
家教授的问题。李教授的观点

“振聋发聩”，不过：一者，查询

其研究方向，主要是“运动营养
与疾病、人群营养”等，他既不
是人类学专家，也不是生化高
手，怎么就敢断言塑化剂与三
聚氰胺“不会坑害人体”？二
者，喝“塑化剂酒”的毕竟只是
人类的一部分，就算其毒如鹤
顶红，也永远不可能灭绝到全
人类——那么，人类健在，与这
些毒物的安全性有什么关联？

纠结在这样的诡辩上实在
没啥意思。问题是，本该谨言
慎行的专家，在话语权上如此
儿戏，轻率地在全民关注的公
共事件上发声，权责何在？规
则何在？

一方面，顶着“北大教授”
的帽子出场，那么借用的就是
所在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社会信
用，在企业说明会上说得天花

乱坠，和“地方政府为商业庆典
送花篮”有什么本质区别？为
其滥用话语权而做信用背书的
当事部门也默认这样的观点吗？

另一方面，企业聘请的“专
家”，若持理适度解释，其实也无
可厚非，但如果悖逆基本公识，
悖逆常情常理，误导舆论，戕害
公共利益，追责机制何在？

当所谓学术专家走街串巷
为企业救火而大展诡辩术，当专
业精神沦为“各种有毒有害的物
质我们基本上都应付掉了”的奇
谈怪论，谁还好意思骂民众对专
家学者的妖魔化呢？严肃的食
品安全问题，成了一地鸡毛的胡
搅蛮缠，这恐怕比那瓶疑似超标
的高档酒更令人五味杂陈。疏
解食品安全症结，莫非真要寄望
于“人类的排毒能力”？

□尔冬/文 李宏宇/图

【新闻背景】 12月12日，中
国政法大学78位2011级法律硕
士生集体向法院提起诉讼，称
2010级学生的新生奖学金是9000
元，2011级学生却只有2000元，校
方招生简章中未公布奖学金具体
政策的行为违法，要求补发之前
的奖学金。法院以学校非行政机
关为由未立案。校方称，奖学金
数额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拨款取
消。（12月13日《京华时报》)

尽管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中
国政法大学并非行政机关,不适
用行政诉讼主体为由未予立案，
但78位2011级法律硕士生就奖
学金大幅缩水提起的集体诉讼，
表现出了维护自身知情权的决
心，展现出了对法律、规则的信

仰，令人赞叹。他们提出“中国
政法大学作为国家出资的事业
单位，有制作和发布招生简章的
行政权利，并能独立承担责任，
具备行政诉讼主体的资格”，说
理更是很有力。

跟母校打官司，学子们表明
了态度——“希望能够为推动高
校财政依法公开贡献力量”。如
今的高校，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
的那个“清水衙门”：不透明的财
务，让招生、采购、基建等常常黑
幕重重，成为腐败案的多发地。

数年来，教育部《高等学校
财务制度》《高等学校信息公开
办法》早已对高校财务公开给予
规定，但收效不大。在高校经费
来源越来越多元的当下，尽快让
财务公开实施开来，高校才能自
证清白。

财务不公开，高校难自证清白

中国医学检查“胸透”使用
率为61%，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已
淘汰此项检查。专家提示，胸透
的放射线可致部分机体细胞受
损，受损细胞在一定情况下或将
成为癌症祸根，胸透不应是少年
儿童体检的常规检查项目。

——据中广网报道，我国胸
透使用率超英国300倍。

本土最好的农产品用于出
口了，因为出口食品的国际标准
比国内标准严格得多。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
今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近5.9亿
吨，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 1/4。
粮农组织还表示，2010年中国
的蔬菜和瓜类产量占全世界的
56%。然而，最近在北京举行的
一场论坛上，农业专家说

这80元不是“拥抱费”，而是
“精品教育费”，拥抱只是精品教
育服务中的一项，目的是让孩子

享受高品质的教育。
——据《扬子晚报》报道，有

家长质疑扬州江都区商贸幼儿
园以提供拥抱服务为由每月收
费，院长如此回应

未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支点、
突破口在于建立和保障司法官
的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
讲的是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
检察院的独立，不承认法官、检
察官的独立。如果能确立法官
和检察官独立制度，未来司法独
立会迈进一大步。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
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近日参加“我
国司法改革的特色”论坛时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