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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2018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时间已经正式公布，定在了9月21
日。然而最近，不少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市场上的商家却都已经开始
售卖阳澄湖大闸蟹了。作为网红级产品，阳澄湖大闸蟹吸引着众多资
深吃货，这些还未开捕就提前“露面”的大闸蟹到底是真是假呢？

9月17日《中国之声》

未开捕就提前“露面”的阳澄湖大闸蟹，不用说，肯定是假的了。
一些“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的销售人员，也跟记者说了实话：假的，没
有真的阳澄湖；防伪标志，买的，5毛钱一个，要多少有多少。

而从媒体提供的数字，来看“真假阳澄湖”的情况，更让人吃惊：有
统计显示，全国大闸蟹2017年总营销额为778亿元，其中阳澄湖大闸
蟹约为300亿元，占比40%，但去年阳澄湖的真实产量为1600吨，市值
约为3亿元。据此推算，目前市场上99%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冒牌的。

尽管我们早就对造假见怪不怪，99％的假货率还是让人瞠目不
已。吃到“真阳澄湖”的几率，只有1％，恐怕是吃到了真的，也未必敢
相信是真的吧。这么说的话，吃货们今后不妨务实一点：吃蟹，就是吃
蟹得了，别盼、别奢望、也别炫耀什么“吃阳澄湖大闸蟹”了，你咋就敢
保证，那1％的“幸运”会落进你嘴里？

按理说，“资深吃货”们对“真假阳澄湖”辨识能力会高一些，可若
如报道中所说，一些“资深吃货”已经开始在线上线下购买“阳澄湖”
了，这种“资深吃货”，估计是“伪资深”居多。首先，“真吃货”应该能够
辨别“真假阳澄湖”的品味；其次，“真吃货”不该不知道、不关注“真阳
澄湖”的开捕时间。而事实上，“阳澄湖”之所以这么红、这么火，除了
阳澄湖大闸蟹确实好，还有一个原因，是“伪吃货”太多——“阳澄湖”
的假货率，应该是与“伪吃货”的数量成正比。

阳澄湖大闸蟹确实是好东西，确实值得花大价钱买来一吃，但由
此炒热了“假阳澄湖”，吃货们应该反思。而“假阳澄湖”被无意炒热，
除了消费者识别能力低，虚荣消费心理、攀比式请客送礼等等，应该也
是“假阳澄湖”泛滥的缘由。甚至，有没有一些“吃货”愿打愿挨、故意
上当的情况，恐怕也不好说——否则似乎无法解释，年年宣传“未开捕
已到处销售”，还是年年有大批“吃货”对“假阳澄湖”趋之若鹜。这种
消费心态下，就算神仙出来打假，也打不过来啊。

又到开学季，当千禧一代的大学新生看到课表上赫然列着“恋爱
课”时，会有怎样的感受？是憧憬还是躲避？是不屑一顾还是充满期
待？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高校开设了和恋爱相关的公开课或选修
课，有的课程门庭若市，有的却悄然消失。相关专家表示，对大学生开
设恋爱课程很有必要，但想要教会学子“谈恋爱”，并非那么简单。

9月17日《中国妇女报》

大学开设“恋爱课”不是新事物，不少大学都曾列入选修课供学生
们选择，如2013年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爱情与婚姻》，引得千名
学生争选。大学生需要“恋爱课”毋庸置疑，因为恋爱是每个人与生俱
来的心理、生理需求，其间必然存在观念、心理、技巧乃至性等诸多的
现实问题，让每个青年男女学会理性看待恋爱，具备处理与恋爱相关
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他们减少情感困惑。

不过，“恋爱课”怎么开向来都是一个问题，见诸媒体的一些大学
的“恋爱课”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点，除了名称相同之外，授课方式、
开设课时、考察办法等千差万别，甚至连教材都不一样。站在尝试与
创新的角度来说，固然值得肯定，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然而，如果

“恋爱课”总像谈恋爱一样，都在自摸石头，靠摸索、靠感觉，显然不够
严肃，更缺少必要的权威性。而且，“恋爱课”在一些学校有一搭没一
搭地开，缺乏持续性，也不是个事。

高校开设“恋爱课”不是问题，作为具有普适意义的课程，更该在
推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结合上，找到平衡点，既注重对青少年乃至
大学恋爱婚姻问题的研究，逐步编制符合国情相对统一的教材体系，
确立相对规范统一的普遍原则，培训专门的师资，在此基础上指导和
规范高校开设课程和开展教学，增强权威性。此外，单纯的“恋爱课”
并不足以解决所有大学生婚恋情感方面的困惑，大学生除了需要掌握
恋爱方面一些理性观念之外，更需要在个人面临个性化个案面临问题
时获得帮助，提供针对性、私密性的咨询、疏导与抚慰。

因此，“恋爱课”也需要准确定位，毕竟恋爱没有标准答案，是现实
生活所需，不能简单当作学分来修，把婚恋教育当成课程功利，作为大
学生情感婚恋干预、指导和服务的方式似乎更恰当。对此，高校应有
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阳澄湖大闸蟹99％冒牌
这“假”神仙都打不过来
马涤明

“恋爱课”别总是摸着石头不过河
木须虫

每到夏季，孩子游野泳导致悲剧频发。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教育局在河
边安装了“防溺水人脸识别智能系统”从源头上防范这一问题。平顶山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在发现有人进入危险水域后，能够在发出警告的
同时抓拍到人像，与数据库中的学生人像进行比对，一旦匹配成功就能报出
孩子的名字，并将抓拍图片和孩子的位置发送给家长和老师。现在只在两个
水域试点安装，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一种技术应用，不仅涉及技术进步，还涉及成本投入，不仅有行不行的问题，
还有能不能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为了孩子，只要能够解决孩子野游问题，投
入再大也在所不惜。但在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

“人脸识别防野游”，技术研发需要投入，配套设施也需要投入。但今天
投下的钱，很有可能只是为明天做嫁衣。万一资金下去了，短时间没有取得
效果，难道只是解释“放眼未来”吗？何况就目前来看，“人脸识别防野游”更
多起的还是提醒作用。

从长远来看，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人脸识别技术大应用的时代。但任
何技术的发展，都涉及成本和风险。到底由谁来承担，到底由谁来推动，是一
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很广，如果投入很大成本，最终
只是用在防野游上，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太可惜了。以系统化思维对待
人脸识别技术，把防野游作为一个附加功能，更具有可行性。

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中医药针灸科医师发表一篇论文称，量子
纠缠理论能运用到针灸临床的直系亲属互治上。这个“突破性”的成果意味
着，如果孩子生病，针扎妈妈就能治好。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
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文卓表示，用量子纠缠来解释“小儿生病给母亲针灸”是
对量子理论非常不负责任的滥用。 9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一些商家喜欢给产品贴上“高科技”“新科技”的标签，吹嘘神奇
的效果忽悠消费者，借此高价出售。暗物质被称为“世纪之谜”，科学家尚未
真正搞懂，一些商家却已经推出了暗物质洗发水、暗物质维生素功能饮料。
随着我国的量子通信科学卫星上天，越来越多贴着“量子”标签的商品不断涌
现，五花八门的“量子项链”、“量子鞋垫”让人眼花缭乱，有的甚至宣称可以防
癌。商家无利不起早，说白了就是蹭概念营销赚钱。不过，作为正规医学院
和医疗机构的医师，倘若也盲目跟风，用各种高大上的科学理论装点门面，一
本正经地发布研究论文，那就不免贻笑大方。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发表声明，表示该论文属于作者个人
根据相关理论和现象所作的思考和探讨，并非最终临床硏究报告。医院同时
表示，“鼓励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同时，更加倡导严谨的治学精神，规范的学
术研究。”这番话应当成为涉事医师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弘扬针灸等传
统中医，必须秉承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传播正确知识。如果一味“拉
大旗作虎皮”，通过穿凿附会其他科学理论胡搅蛮缠，把中医吹捧得神乎其
神，反而会适得其反。

“人脸识别防野游”要量力而行
毛建国

“量子纠缠”不能用来胡搅蛮缠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