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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多尽责，百姓少忙乎

□朱海黎

貌似一样的农产品，却源于不一
样的耕种方式：大片田地里施过化肥、
喷过农药的蔬果粮食卖给城市，小块

“自留地”里的“土菜”“笨果”供农民自
己食用。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新自
留地”现象，正使城乡农产品供给在一
定程度上呈现“二元结构”。在食品安
全问题凸显的当下，这不仅是农民“自
保”的选择，也是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警示。

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的“杠杆”
作用下，农民的承包地如果放弃使用
农药、化肥去生产粮食蔬果，势必付出
更多的成本，同时要面对产量的缩
减。这对农民而言显然不划算。

但是，近年来从大米、面粉到肉、
蛋、奶，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不仅
使不少城里人陷入了食品消费“迷

城”，就连一些专事农产品生产的农
民也对同行产生了怀疑，不敢放心使
用从市场上买来的农产品。好在自
己有土地，干脆在承包地里划出一块

“自留地”作为家里人吃喝安全的“自
保区”。

“新自留地”现象也使时下风行的
“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陷入尴尬境
地，城镇消费者不得不考量：市场上琳
琅满目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中到底
有多少“绿色”成分？认证“绿色”“有
机”农产品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农村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的“自留
地”如今因食品安全问题而重新兴
起，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怪胎”。“新自留地”现象警
示我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食品质
量问题必然长期受到人们重视。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治理与监管还需加
大力度。

【新闻背景】来自洛阳孟津
的草根谢云峰，在美国纽约一所
大学门口摆起小摊。既当厨师
又当售货员的他将传统的中国
小吃做得风生水起，令人刮目相
看。（见本报今日A06版、A07
版、A08版及17日A10版报道）

小贩也应有“职业尊严”

□王军荣

“洛阳大叔”在纽约活得很有
尊严。

当摊贩，是一个公民的自由选
择，摊贩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职
业。摊贩应有合法空间，更应拥有

“职业尊严”。这种“职业尊严”从
何而来？首先，城市管理理念得转
变，不将摊贩当“敌人”；其次，宽
容、严管相结合，既给予合法空
间，又要严加管理；最后，提高摊贩
的素质，多些“培训福利”。

该收的收，该放的放

□李英锋

能把小摊摆到世界名校的
门口，说明纽约对于摊贩很宽
容，这就是“放”；摆摊也要考执
照，因无意中违反了规定，还曾被
当地卫生局罚款……显然，纽约
的“城管”在宽容的同时，还严格
监管，这就是“收”。

纽约对摊贩的“一放一收”，恰

是国内不少城市的短板。对于摊
贩的“放”，体现的是城市的包容情
怀，对于摊贩的“收”，体现的是城
市的管理责任，二者不可偏颇。

守法是“自由”的边界

□屈正州

在美国能相对“幸福”地当
小贩，也需要遵循一定规则。如
在其首都华盛顿，每年市政当局
都会通过网站或其他公告形式，发
出可供申请的小摊数量和地点，既
维护了摊贩的经营权利，又保证了
摊点分布合理有序。

美国摊贩“自由”的边界，就
是守法。商业经营者需要提前提
出申请，由市政府签发许可证才
可以经营。“洛阳大叔”能把生意
做下去，也是在缴过“学费”之后，
才逐渐适应了当地“风俗”。

美国创业文化可借鉴

□禾刀

与其渲染谢云峰的“纽约摆
摊”，不如借机学习美国的创业文化。

只要有市场经济，小摊小贩
便不可根绝。从市场角度看，这
种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摆摊大多成本低，经营简单，还是
许多人创业的第一步。包容小摊
小贩，就是包容一个社会最稚嫩
的创业文化。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18日，在偃师市
府店镇经营一家小劳保用品店的
陈少忙一早带着装有5.6万元现
金的编织袋，搭乘顺风车来市区
进货，不承想把编织袋忘在了车
上。得知情况后，本报记者和警
方“全城搜索”，历经7个小时，克
服重重困难，最终使钱完璧归
赵。（见本报昨日A04版、A05版
报道）

这么个大热天，偃师的小店
老板陈少忙可没少忙。不仅忙，
而且心焦。5.6 万元进货款要是
找不回来，对他来说绝对是件了
不得的大事。

一个人出门在外，免不了有
个“三昏三迷”。东西丢了，心里
慌了，咋办？只能求助于“公家”。

可是，这事情确实不好办。
没有乘车发票，没有司机的有效
信息，茫茫人海，车来车往，简直
是大海捞针！

这根“针”是咋“捞”出来的？
科技手段不可或缺，但更关键的
是责任心——急失主所急，将能
力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自始至终

没有放弃。
真是难啊，难到失主几乎都

失去信心。让遇到困难的人“绝
处逢生”的，是职能部门对责任的
担当。

看了这事，感叹的人不少。为
啥？不论是出门办事，还是遇到麻
烦求助，大家时常听到的是“你这事
不好办”。而至于怎么不好办，对方
当然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条件限制
啦，工作规定啦，总之是有理由将你
驳回，让你无奈而归。

不帮忙，不给办，有时是因为
确有难处，有时是因为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心理，有时甚至是为了一
己私利故意从中设绊。

当敷衍塞责、虚以委蛇逐渐
成为一些公家单位的惯常作风时，
当本该为民办事的人以此作为自
己“成熟”的表现时，职业道德、责
任心就统统被抛到了爪哇国，尸位
素餐者就心安理得。百姓的问题
和麻烦，却依然摆在那里，小事情
积成大事情，小情绪积成大愤懑。

为了一个小店主的大麻烦而
“全城搜索”，这样的故事让人心
里暖。类似的事，希望多些、再多
些，多到成不了新闻。

“洛阳大叔”引围观
看点不仅在城管

“新自留地”现象
警示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