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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胡晓新 郑娅敏

美编/曹优静 照排/余佳维
时评 A08

近日，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米杰教授及其团队发布《中国3-17岁儿童性
别、年龄别和身高别血压参照标准》，引发社会对
我国儿童慢性病的关注。相关数据显示，1985
年至2014年，我国7至18岁儿童超重肥胖率从
1.3%增长到19.4%，面对19年间增长近15倍的
儿童肥胖人群，以及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非酒
精性脂肪肝、骨密度不足等“成人慢性病”过早于
儿童期发生的趋势，从儿童期防控“成人慢性病”
已刻不容缓。 9月25日《光明日报》

患病的虽是孩子，但应该为此担责的，是孩
子的监护人。从观念上看，物质匮乏年代离我们
并不遥远，老一辈对此仍保持着痛彻心扉的记
忆，由物质匮乏导致的饮食观念，仍深刻地影响
着当前社会。观念是可以代际相传的，且共同观
念具有一定的社会惯性，“有吃是福”“能吃就好”

“肥胖是福态”等，这类物质匮乏年代相对正确的
观念，仍然广泛存在。但食品摄入不足导致的营
养不良和身材矮小，早已让位于食品过剩导致的
慢性病，疾病谱发生了较大变化，食品观念与健
康理念却没有随之转变，孩子受害就在所难免。

从行为上看，不忍孩子冻着饿着，担心孩子
伤着累着，是普遍现象。说穿了，就是过度溺爱，
导致孩子吃得太多、运动太少。更为糟糕的是，
不少孩子虽已罹患慢性病，但因家长警惕性不高
而浑然不觉，近年来儿童隐性高血压日益多见，
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即使明知孩子患病，尚认为
孩子长大了就会自愈的家长也不少。但事实是，
慢性病一旦缠身、终身相伴的可能性较大。要想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未来，家长必须从现在开始，
纠正自己和孩子的诸多不良行为。

“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这句历经时间
检验的民间俗语，自有其深刻的道理。对物质匮
乏年代仍然保持记忆的我们，理应主动摒弃已不
合时宜的惯性思维，找回正确的饮食观和健康观，
并痛下决心，放手让孩子在运动中摔打磕碰，用皮
外伤替换慢性病，惟如此，孩子才不会被成人错误
的观念和行为所耽误。

8月24日，山东寿光的100多只羊在食用大
葱叶后死亡。寿光市有关部门通报称，该批次大
葱含有国家蔬菜禁用农药“甲拌磷”。经调查，确
认问题大葱从沈阳市于洪区光辉街道办事处解
放村购进，随后沈阳市通报说，相关部门抽检种
植销售环节大葱样品，未检出甲拌磷、毒死蜱农
药成分。沈阳市还开展了高毒农药大整治行动，
未发现违规销售农药行为。 9月25日央广网

“毒大葱”、“甲拌磷”、“毒死蜱”等，寿光有关
部门确认由沈阳于洪区光辉街道办事处解放村
而来，可沈阳市相关部门既没发现有毒大葱，也
未发现违规农药的销售，这个情况有些奇怪：到
底是寿光方面的说法不准，还是沈阳方面调查不
力？抑或是，“毒大葱”问题曝光后，一些销售违
规农药的商家、使用违规农药的农户都在避风
头，所以监管部门查不到？

事发一个月之后，当地对案件仍在侦办中，而
就在此时，央广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了不少问
题。一些农民告诉记者，甲拌磷等违规农药他们
用得特别少。还有农民说，他们是拌在土里用、往
地头里撒，但不会往葱叶上喷。当地哈太堡子村
附近的农资店里，墙上也贴着一份落款时间为今

年9月4号的承诺书，承诺“不经营国家禁止使用的
农药”。然而，在于洪区老边乡三台村，记者发现仍
有人售卖甲拌磷。店主销售时并没有提醒记者甲
拌磷禁止在蔬菜上使用，也没有提出要求出示、登
记身份证件和做售卖记录。并且，店主还表示，“老
百姓一般都用这玩意，行，啥季节都能用。”

“毒大葱”被曝光后，沈阳市曾开展的高毒农
药大整治行动，都没发现违规销售农药行为，可
现在，记者暗访中却买到了甲拌磷，这算不算“打
脸”呢？当然，我们不难想象，官方声势浩大的

“大整治行动”期间，违规销售农药的商家可能会
暂时收敛，监管部门不容易查到。而问题也正在
于此：检查就是检查，完全可以悄悄进行，而不必
造声势。并且，不管是检查还是暗访，都应常态
化。出了大问题，媒体曝光了，监管就高度重视
一阵，这就有点像“应景”。这样的监管生态下，
出现“毒大葱”还是“毒××”，都不奇怪。

如果寿光那100多只羊真的是被“毒大葱”给
毒死的，那些羊实际上是为人“挡灾”了，这叫人后
怕。而如果大葱真的有毒，且不止都被羊吃了，也
不止沈阳于洪区的某些乡村在使用高毒农药，那
有多少人因为吃大葱以及其他使用过违规农药的
农产品而正在慢性中毒，这是最让人忧虑的问题。

9月20日，有网友爆料位于成都市林荫街9
号2栋小区，半夜收取的开门费高达5元，这5元
的开门费引发了不少争议。9月24日，记者调查
了解到，国家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业主进入小区
需要交开门费，若是自治小区，通过业委会决定
收取则不违法。 9月25日《成都商报》

半夜开门，相互体谅比付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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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缠上孩子
该醒悟的是成人 罗志华

调查“毒大葱”，监管部门不如记者？马涤明

业主凌晨2点后回家
被收5元开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