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孟津黄河湿地一名管护
员抓到两个试图潜入保护区的偷猎
者，从他们的摩托车上发现大量毒
玉米和被毒死的麻雀。经孟津县森
林警方调查，被查获的毒玉米共计
2.5公斤，死麻雀有603只。

不知道您看到昨天晚报上被毒
死麻雀的照片没。那大堆的死麻
雀，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恐怕要
不舒服好一阵。

毒 麻 雀 干 啥 ？ 九 成 是 为 了
吃——当然，不是自己吃，而是卖
给别人吃。

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向来少有
禁忌。从百兽之王的老虎，到百鸟
之王的孔雀，从生性残忍的鳄鱼，到
雄霸海洋的鲨鱼，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水里游的，几乎没有不能吃、不
敢吃、不想吃的。

物质生活的丰盈，让一些人的
味蕾变得越来越挑剔，逐渐从“将就
吃”往“讲究吃”转变。吃一些平常
吃不到的菜肴，吃一些普通人吃不
到的菜肴，成为一种消费偏好和饮
食文化。野生动物稀缺，被商家披
上“食补”的外衣，得到了一些食客
的畸形追捧：有时候，吃野生动物，
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是为
了通过饮食差异，赢得“面子”，赚取
优越感。

野生动物从野外上了餐桌，消
费者、偷猎者、商家当然是利益合
谋。就现实来讲，执法部门对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执行难免有所疏漏，
舆论对猎杀甚至毒杀野生动物的道
德抨击又难让不法者良心发现，那
么，我们能否从自律开始，不要把胃
口无限扩大？

食用野生动物，对健康而言，并
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这是常识，否
则，人类的祖先为啥经过千百年的
尝试，最终确定食用“三禽六畜”？
对那些爱“尝鲜”的食客，大快朵颐
之前真得想一想——这东西，是不
是被毒死的？这不是吓人，毒杀野
生动物后贩卖的新闻还少吗？

当然，人吃了被毒死的麻雀之
后不会像武侠小说描述的那样“毒
发毙命”，但专家早就科普了——会
引发迟发性神经中毒，将来会影响
人的生殖系统并可能致癌。

您还想吃吗？
执法部门要管偷捕，增加违法

难度，提高违法成本。吃货们也需
要管住嘴，从源头上对畸形的消费
文化进行纠偏，塑造健康、文明的饮
食文化。

“雾霾谣言”
亦需“大风”吹散

苦盼良久，终于风至霾去，但不少
人的朋友圈中，“雾霾谣言”依然疯传。
晚报记者调查得知，诸如“雾霾产生病
菌专门侵害儿童”“4000 流明灯光下拍
雾霾”等消息均系谣言。对此，众网友议
论纷纷。

看了晚报的报道，@喊我黄三金
说：可见人们对雾霾的定义和认识还有
待加强。

因为认识不足，所以“雾霾谣言”生
命力很强？@三尺万卷发言：雾霾所引
发的焦虑心态大概分为两方面：一是公
众对雾霾的不了解，二是面对雾霾来袭
时的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谣
言本身有明显漏洞，但依然被大量转
发，足以说明不少人在焦虑状态中会丧
失一定的判断能力。

不过，在@牙签玉轴看来，但凡有
些生活经验，都不应该轻信“雾霾谣
言 ”：难 道 自 己 平 常 没 有 亲 身 经 历
吗 ？@vanity_vestige 答 道 ：不 得 不 承
认，这些“雾霾谣言”在选材上还是
挺刁钻的——切中人们的认知盲区或
者边界。就拿“雾霾产生病菌专门侵害
儿童”来说，小孩子本来就抵抗力差，
容易得病，赶上雾霾天，医院儿科肯
定爆满，说有“雾霾病菌”，不少人岂
敢不信？

“话说回来，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
权威。”@鸿雁滑翔认为，辟谣需要权威
部门出面，发布更专业、全面的数据和
报告，“雾霾已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
权威部门与其在事后被动应答，不如
对雾霾的各种影响及早做出准确研
判，第一时间发声，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菏泽新志表示赞同：权威辟
谣的“风力”越大，“雾霾谣言”就散得
越快。

当然了，要想从根本上消除“雾霾
谣言”，还要看治霾工作。正如@樊耀文
微博和@墨守所说，辟谣效果基于治霾
进程：眼见治霾有效，人们心中镇定，谣
言自然就没了可滋生的温床。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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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故宫文创又玩儿出了新
花样：将与某手机厂商联合推出一
款每部售价 19999 元，号称全球限
量999台的“故宫手机”。此番跨界
营销迅速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
称其有利用“工匠精神作秀”之嫌。

当然，既然现在谁都敢做手机，
故宫也可以。且不说此次“故宫手
机”是联合推出，哪怕是故宫文创真
办起了手机生产线，其实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自负盈亏嘛。

这几年，故宫在文创产品的开
发上绝对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
丰收”，甚至可以算是旅游经济转型
的典范了。数据显示，北京故宫博
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目前已超过
8700 件，一年的营业额超过 10 亿
元。从朝珠耳机、故宫福筒，到“戒
急用忍”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包括迷
你宫廷娃娃甚至布鞋，基本一推出

就是爆款。
这回的“故宫手机”跨界营销，确

实被不少人判为“步子太大了”。
一种意见，觉得超出了文创市

场的界限。类似观点不可取。文创
产品就只能是书画笔扇、衣包、玩
具？在旅游行业大发展、游客消费
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当然不能止
于此。文创产品看起来更炫酷，包
括结合科技是趋势，市场和企业同
样欢迎并需要更多的文化创意来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和创意
没有界限，文创产品的界限也就无
从谈起。

另一种意见，则是对“盲目高
端”的担心。毕竟，长期以来，以贵
金属、玉石来制作文创产品，在我国
各大旅游景点已是传统。凡是标有

“金银玉钻”等字眼的产品，价格以
万元计者俯拾皆是——问题是，不

见得多受欢迎。
故宫文创的成功，原因不外新

颖有创意，文化味道浓，价格又亲
民。反观一些失败的文创产品，要
么文化属性差，要么产品属性差，最
糟糕的是两者都不咋样还卖得死
贵。洛阳的文创产业，事实上也存
在类似问题。

故宫的豪华手机，算不算不接
地气，算不算不考虑市场承受力，甚
至算不算文化与产品融合度不够，
还得看市场反应。

最后还想提一句，今年9月，在
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
术博览会上，洛阳博物馆“辟邪”系
列文创产品反响也不错。对洛阳来
说，搞文创，多想点子甚至多搞搞
跨界，不妨多尝试。毕竟，这年头
什么都得快，机遇是不会垂青后来
者的。

有毒的野味

搞文创不必自缚手脚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野生动物从野外上了餐桌，消费者、
偷猎者、商家当然是利益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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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创意没有界限，文创产品的界限也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