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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快餐何以
温暖一座座城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一餐厅首
推“待用快餐”，每天免费提供5
份给流浪者、低保户等困难群体，
同时鼓励市民自行选定菜品认
购，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享用。（见
本报昨日A13版和今日A15版
报道）

由一条微博引起，“待用快
餐”引发巨大关注，西安、洛阳、郑
州等十余个城市的餐厅积极响
应。一份快餐有多少热量，能如
此温暖一座座城？

原因并不复杂。对于提供者
来讲，找到了爱心的出口。一份
炒饭、一碗卤面，不需要很多钱，
却能把善意化为热腾腾的饭菜，
让食不果腹的弱者填饱肚子。

对受助者来说，则从中咀嚼出
尊严。“待用快餐”不是残羹剩饭，
不是施舍，而且由餐厅中转，买的
人不知道谁会吃，吃的人也不知道
是谁买的，不会感到“有伤颜面”。

“待用快餐”概念源于一些西方
国家的“待用咖啡”：客人多买一杯咖
啡，留给穷人、流浪汉等买不起的人。

需思考的是，如何让善意走

出微博、走入生活，这是活动的当
务之急。呼吁更多人多做善举，需
要利用微博等多种渠道传播。“待用
快餐”是为低保户、流浪者等困难群
体准备的，让他们知道有这回事，知
道哪家餐厅提供，很重要。可在这
些人中，能上网、会耍微博的不多。

加强公开与监督，也有必
要。充分信任参与餐厅是必须
的，但信任不等于放任。比如，热
心市民认购了快餐，餐厅是否遵
照执行，实打实地提供给困难的
人？会不会“偷工减料”？会不会
有人冒领？再者，会不会有人借
市民的善心，把好事变成一种招
揽生意的炒作手段？

希望“待用快餐”多起来、规
范起来，希望行业协会等部门、组
织早日参与进来，也期待“待
用××”在更多领域出现，让每个
人有更多机会以绵薄之力，去帮
一把身边的人。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凤凰县委常委、副县
长蔡龙接受采访时称，凭票进入景区，
凤凰县绝大多数人是赞成和拥护的。
所有的税费收入不足古城维护所需的
一半。（4月17日《京华时报》）

面对凤凰的最新表态：你要么是
“被代表”的绝大多数，要么是显得另类
而别有用心的极少数。

在此次事件中最狗血的剧情，不是
一日查票7次的神奇，也不是微博上此
起彼伏的“拒游”抗议，而是地方部门面
对汹涌的民意，铁了心的姿态与霸气侧

漏的解释：从“规矩定了就要执行”到
“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收费”，从“很多人
不在乎门票多少钱”到“大多数人赞成
和拥护”……

事件已朝另一个更诡异的方向发
展：权力对民意的敬畏、职责对程序的
敬畏、利益对秩序的敬畏，一切都颠倒
过来了。

错位也好，越位也罢，在睁眼说瞎
话的公权面前，基于理性与逻辑的诘
问都太过“高雅”。面对官员口中的

“绝大多数论”，又有什么可较真的
呢？烟雨凤凰，又岂是绝大多数人能
唤得回的？

绝大多数？别太较真儿

□冯保萍

【新闻背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研究生黄洋被室友投毒致死。据了
解，黄洋的父母已同意警方进行尸
检。（见本报今日B08版报道）

“竞争说”“为情说”“误杀说”，投
毒案的原因追溯与细节还原正在进
行中。但无论如何，人性的泯灭，必定
是一切的根源。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人
师者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心中可能也

有教育失职的隐隐自责。
“首孝悌，次见闻，有余力，则学

文”——古人早已告诫我们教育应
以德育为先。但在惨烈的“竞技场”
的教育现状下，孩子成长期内人性
教育的荒芜与缺失，使培养健康人
格的土壤变得无比瘠薄。

当然，这是个案，归咎于教育也许是
借题发挥了。但从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
事件到马加爵案，再到如今的悲剧，扭曲
这些年轻人的心理、激起他们内心之恶
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值得全社会深思。

复旦投毒案的“解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