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门 站e
“九龙”都来吧，只要能治水

救命馍的价值 不在钱上在钱外
我从来不吃土豆粉之类的东西，也

建议家人、朋友不要吃，部分原因就是对
它的制作过程不是很放心。不过，基本
没人听我的，可能这东西确实味道好。

能理解，对于钟爱这类食物的人来
说，真不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新闻。
大家肯定都想：那可是叫人吃的东西呀，
咋能谁想生产谁生产，想咋生产咋生
产？公家能不管？！

是的，虽知现在的食品安全并不让
人放心，我们还是不愿相信“谁生产啥，
谁不吃啥”。如果食品生产者都“易粪相
食”，老百姓的日子可咋过？！

有专家说，食品安全这事管起来太
麻烦，应靠企业自律。对此还有一个时
髦的提法，叫企业应“流淌道德的血液”。

这简直就是扯！道德那么有管束
力，还要法律干什么？自律要是那么有
效，监管还会难到这种程度吗？不管是
企业还是作坊，“道德自律”一定是管出
来的。

白马寺镇这个加工土豆粉的作坊，
让人有点儿困惑。面对记者，它的负责
人一开始是理直气壮的：工商所给我们
办证了，我们是合法经营。确实，营业执
照上写明了其经营范围涉及“杂粮粉、土
豆粉……的加工销售”。

可是，选址紧挨养鸭场、生产地点苍

蝇乱飞、工人赤膊上阵——这样的场景，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不适合生产食品吧？

对这个作坊的问题，市质监局工作
人员罗列了很多，其中就包括“未获得食
品生产许可证”——它根本没有生产加
工食品的资质！那么，它到底能不能生
产，谁给个准话儿？疑问还有很多。

符合啥条件才能生产？谁决定它的
生产资格？不按要求生产谁管？出了问
题谁管？在记者发现后问题才曝光，这
是否正常？平时为啥没人管？

这一大串问题，我看了报道还是没
搞明白，不知道读者搞明白没？当然，我
们不明白没关系，要是管事儿的单位也
不明白，那就可怕了。

食品安全监管绝对是个麻烦事！多
少年了，大家都说“九龙治水”解决不了
问题。确实，一大堆部门管不好一个小
作坊，这种事见多了。

但是，体制问题不是发两句牢骚就
能解决的。叫我说，这大洪水，“九龙”治
就治吧，都来治，只要各负其责好好干，
作用还是有的。怕就怕，它们的力气使
不到一处甚至互相拉扯。

（易粪相食：就是每种食品的生产者
都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因此从
来不吃，长此以往，每个人吃的都可能是
垃圾，源自《左传》中的“易子相食”。）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这一大串问题，我看了报道还是没搞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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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洛阳晚报》报道，江苏人刘
一标 50 多年前逃荒到洛阳，饿昏
过去后，好心人送来一个白蒸馍；
如今，68岁的他寻找恩人未果，拿
出 30 多万元在洛宁办了个农场，
打算以后无偿转给当地村民。一
个蒸馍 30 万元，值吗？洛阳网友
的看法很一致：价值不在钱上而
在钱外。

一个白蒸馍，被老刘惦记了
大半辈子，也感动了大家。@河洛
零距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
话被老刘演绎到了极致！@开口
一笑快乐生：洛阳人举手之劳救
人一命，异乡人心怀感激把洛阳
当故乡，诚挚反哺——社会太需
要这种风尚了！

感恩报恩，30 万元值不值？
@CarlElias：全看报恩人的想法，他
觉着值就值。@-靠自己才最安
全：救人与报恩，真情金不换。@
洛阳仁和医院：有些东西不能用
金钱来衡量，别什么都和钱挂
钩。“一个馒头30万元”，折射出社
会价值观的扭曲！

现 在 的 人 不 懂 得 感 恩 吗 ？
@ShadyRay：正因为这个社会缺

少一种爱，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时，
才会尤为感动。@紫色蔷薇 zzz：
人们总是要求得多，付出得少，这
种原本属于做人底线的知恩图报，
一些时候反而成为稀缺的风尚。

救命蒸馍的价值，不在钱上
而在钱外。@八点2十：蒸馍早已
不是蒸馍，它承载着一份浓浓的
爱心与温情。@洛阳春晖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跟一个馒头引发的
血案相比，一个馒头引发的爱心
更该被关注，也更能激发向善的
正能量。

有人呼吁为这个蒸馍蓄积
“热量”。@LLLLLLLZB：老人知
恩图报，希望咱能把这种美德传
递下去！@清雅清心：见人淋雨了
递把伞，见人摔倒了扶一把……
这不也是我们生命中的“馒头”
吗？@单曲循环 yfj：常怀感恩之
心，多行善良之事，类似的感动就
不再稀缺！ （魏春兴）

感谢河南德丰集团对本栏目
的大力支持。新浪微博、腾讯微
博今日出场网友，均获赠10元手
机话费，请将手机号私信@洛阳
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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