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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浙东文明第一街”中看又中用
胡晓新

“二孩抢喝洋奶”值得中国乳业反思
汪昌莲

据中国宁波网报道，上周，宁波市文明创建市民
巡访团在“考量中山路文明”的专题巡访中，共上传
了42份巡访报告，涉及中山路上92个点位。大家在
点赞中山路崭新的路面、开阔的视野、漂亮的公共设
施的同时，痛陈目前困扰中山路的七大不文明：横穿
马路、机动车和自行车违停人行道、硬闯红灯、绿化
带被践踏、沿街乞讨、路边垃圾、流动摊贩。

今年6月，中山路将全面完成综合整治，人们将
关注与期待的目光凝聚在此，也在情理之中。正如
巡访员“缘于月湖”所说：一流的道路交通设施，一流
的道路交通法规，加上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市民文
明素质，才能成就“浙东文明第一街”。说实话，今
后，依靠中山路上完善的硬件设施，再通过增加执法
人员、加大处罚力度等手段，再加上市民的配合，在
较短的时间内将中山路打造成各项软硬件指标都符
合相关标准的“浙东文明第一街”，问题并不大。比
如，对违停的机动车或自行车，或抄告或搬离；对横
穿马路、硬闯红灯的行人，或劝阻或罚款；对沿街乞
讨、流动摊贩或疏导或劝离；对路边垃圾出动人车及
时清除。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中山路上现有的不文
明现象就有望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观，离“浙东文明第

一街”也会渐行渐近。可以说，只要集中资源，要让
中山路“中看”，并非难事。

但目前困扰中山路的七大不文明，同样困扰
着其他马路。将中山路盯得再紧，改变的也只是
一条路、一条街，除了中山路，宁波还有成千上万
条路和街。如果除了中山路，对其他街路上的不
文明现象可以听之任之，那么，就算“浙东文明第
一街”打造成功，这样的治理方式是否中用？对整
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作用有多大？恐怕还有许
多疑问。你想，如果在中山路上横穿马路、乱停乱
放等不文明现象要受到处罚，而在其他马路上基
本没事，那么，在不同地方“选择性讲文明”的现象
恐怕会频频出现。

不过，如果换一种思路，有关部门将在打造“浙东文
明第一街”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总结和提炼，用较快的
速度推而广之，让其他地方“也采取”中山路的治理方式，
再结合实际，真正提高对不文明现象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效果就会大不一样。这样，“浙东文明第一街”在中看的同
时，就能为整座城市的文明管理模式与创新实践作出有
效的探索，真正“中用”。也只有这样，宁波在向更高水准
文明城市的前行路上才能迈进更坚实的一步。

2016年作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首年，让中国
奶粉企业充满希望。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经历了连
续四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去年中国的奶粉行业却首
度出现负增长，全年奶粉销量较2015年大约下滑了
2%。有企业人士表示，二孩政策虽然利好奶粉行
业，但更多的份额可能还是要被洋奶粉瓜分，“生二
孩的可能选择洋奶粉的比例更高，他们肯定不会在
奶粉价格上计较！” 1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虽然二孩政策利好奶粉行业，但去年国内奶粉
销量不升反降，市场份额大都被洋奶粉瓜分。一边
是“物美价廉”的国产奶粉遭受冷遇，间或有某种国
产奶粉被曝出质量问题；一边却是消费者纷纷直购、
代购、网购高价进口奶粉。特别是，我们买进口的奶
粉，人家还限购，这显然令中国乳业蒙羞：二孩政策，
成就了进口奶粉；国产奶粉，尚未真正走出信任危
机。

对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坦言：“2008年的婴
幼儿奶粉事件，是我们永远的心痛。”相比之下，中乳
协称“国产婴儿奶粉质量好于进口产品”，显然是一
种盲目乐观，或者是在低国标下的一种“自慰”。退
一步讲，即便是“国产奶粉比进口好”已成事实，也是
偏低的中国乳业新国标“成就”的，不值得炫耀。众
所周知，蛋白质含量关乎营养，细菌总数则事关质

量，在丹麦，在新西兰，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
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以上；而细菌总数，美
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比目前中国乳业新国
标严格数十倍。因此，靠低标准、软监管建立起的表
面繁荣，基础薄弱的中国乳业，很可能会再埋隐患。

事实上，《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国家标准”成
为该法有效实施的掣肘。然而，有关部门在执法检
查中发现，不仅是乳业，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普
遍数量少、时间早、指标低，而且有些指标缺少风险
评估依据，标准之间交叉、重复甚至矛盾。特别是，
国标过于“迁就”企业利益，指标一降再降，导致问题
食品成为“合格食品”、甚至“优质产品”。比如，此前
潲水油、地沟油等被检测为“合格食品”，并非是检测
数据在撒谎，而是食品标准越来越“堕落”了。

可见，二孩抢喝洋奶粉，值得中国乳业反思。不
可否认，由于不断强化监管措施，中国乳业在艰难中
找回自信，国产乳制品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远
非到了“国产奶粉比进口好”的高度。特别是，问题
奶粉经常在市场上出现，中国乳业根本没有盲目乐
观的“本钱”。因此，中国乳业与其关起门来“自慰”，
不如进一步严格监管措施，不给问题奶粉可乘之
机。特别是，对乳业国标进行修缮，严格蛋白质和细
菌总数标准，进一步完善对乳业制度化的保障，使其
真正步入质量安全的良性发展轨道。

请大厨上门让“年夜饭”变味

眼看春节临近，北京白领赵晓凌一家却因
为年夜饭闹得有些“不太平”。所谓“不太平”，
也就是冷战，赵晓凌与母亲姜艳的僵持，原因是
赵晓凌为年夜饭准备的“秘密武器”——大厨上
门做饭，在姜艳看来，“这简直胡闹，大年夜来个
不知底细的外人，到时候再把年夜饭搞砸
了”。 1月23日《法制日报》

笔者以为，年夜饭请大厨上门带来的一系
列后遗症，诸如服务安全问题，厨师的资质问
题，年夜饭菜品满意度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不止这些。对于国
人来说，年夜饭是一年一度的一件大事。年夜
饭不仅在于吃，而且在于快乐幸福开胃。一年
一度，春节就那么几天，尤其是年夜饭就一顿，
图的是亲自动手做出来的味道，不管味道如何，
都是“味道好极了”的感觉，忙累并快乐着。“忙
年”是年夜饭的深意，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
吃年夜饭，不在意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厨师的标
准，就在于开心。

过去，大年夜吃年夜饭，还要“接祖宗”，贴
了门对后一般外人是莫入的。外人来了被认为
是不吉利的。如今虽然不再讲究这样的迷信
了，但是年夜饭请大厨上门做显然不太适合，一
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无拘无束，说话随便，而让
外人做年夜饭吃出的味道不一样，有点变味
了。这不仅是安全问题，而是亲情碰对碰的快
乐指数等现实问题，同时一旦因为私厨做的年
夜饭不符合口味，可能让春节添堵，让年夜饭大
倒胃口，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开心幸福的年夜
饭，也会变得不开心。 吴玲

玩噱头的“补脑班”不足为信

目前，中小学生已经开始放寒假了，不少家
长发现，除了各种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辅导
班以及声乐、舞蹈等兴趣班，一些号称打造“最
强大脑”的“补脑班”忽然多了起来。这些课的
广告宣传非常诱人，甚至可以说是神奇，让一些
家长不免动心，纷纷解囊；但也有部分家长提出
质疑：这种价格不菲的“补脑课”真能那么有效
吗？

1月23日《北京晚报》

“补脑班”名声虽响，却并不见得名副其实。
据悉这些“补脑”的学习方式，拥有着各种各样
云里雾里的名字，如记忆宫殿法、神奇数字法
等，而充其量就是联想法。 这样的记忆法本质
就是补习知识的一些小“花招”，有的孩子觉得
好玩儿就记住了，貌似记忆力提高了，很有效；
可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学习能力的提高。

这其中的门道，媒体历年都进行曝光，教育
部门也是屡屡发出警示，可惜的是，一方面家长
并不“上心”，面对商家的忽悠，总是盲从盲信；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这些培训机构看得不紧、
管得不严，就纵容了其无底线忽悠。而受苦的
自然是孩子们，假期成了学期，难有快乐可言。
当然，亏损的还有家长的腰包，动辄成百上千甚
至过万元，再有钱也心疼。

从根本上讲，学无定法，因人而异。家长盼
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解，报培训班也未
尝不可，但不妨从尊重孩子的意愿开始。要知道，
适合别人家孩子的，或许并不适合咱家的孩子。

一言以蔽之，号称“最强大脑”的“补脑班”，
玩得只是噱头，不足为信。学习毕竟是一个循
序渐进、日积月累、与时俱进的过程，况且孩子
的能力是学习能力、心理素质、人际交往等方面
的综合。因此，为了孩子的成长成才，对“补脑
班”，诸位家长还须谨慎对待。

杨玉龙

每年腊月，是不少农村地区结
婚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近
年来农村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许多
农村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
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
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
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
不鲜。 1月23日新华社

广大农村地区需要倡导“婚
事新办”，“新”指的是现代文明、
庄重节俭的新型婚礼，量力而行、
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等。针对彩
礼数额标准等问题，不应简单“一
刀切”，还需广泛征求民意，让移
风易俗过程成为凝聚共识的过
程。 朱慧卿 绘

别让“乡村爱情”负担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