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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2019年春节日益临近，铁路、航空春运抢票大战
也日趋“白热化”。由于返乡车票“一票难求”及机票昂
贵，今年选择“反向春运”的人群大幅增加，春节去往
大城市团圆成新风尚。“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将老家
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
乡。（1月10日中新网）

如同春运一样，反向春运也已经不是第一年出
现。只不过随着出行方式的越来越便捷，反向春运的
趋向越来越明显，认同和加入反向春运的人越来越
多，从而成为和春运一样的过年风景。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朴素的
过年理念。这里的家更多的是指老家，人群的流向也
是从大城市回归到小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也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春运成为国人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既有
买票难的痛苦，也有“回谁家过年”的纠结。相比于传
统的春运，“反向春运”是老人奔小辈，乡村到城市。尽
管流向不同，但团团圆圆的过年氛围没有改变。

客观而言，“反向春运”的出现是过年理念的转

变，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从回老家过年到进城市过年，
迎来的是过年的新时尚。这种转变其实也是我们对

“家”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
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城市安家落户，买了房，定了
居。对于长辈来说，自己老家的家是家，城市里孩子的
家同样是家。更何况，如今一提到和孩子到城市过年
很多时候是脸上有光的事情，说明孩子在外边混得有
出息。

除了观念的因素，当然经济方面的考量也不容忽
视。虽然现在出行方式多了，订票方便了，但春运的票
不好买也是现实问题。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抢
票软件，订票 APP。而选择“反向春运”则很好地规避
了春运订票难的问题。

从1980年，春运这一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
了38年。可不管春运也好，反向春运也好，其实都是中
国人过年的旅程。不管是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
城市，过年的地点可能有变化，但过年的氛围没有变
化，家庭团圆的主题没有变。我们期待春运的路一路畅
通，也期待“反向春运”成为新的过年风景。 刘少华

1月7日，江苏金湖县黎城卫生院发生了一起口
服过期疫苗事件，目前已确定全县共计145名儿童接
种了过期脊灰疫苗。经调查，该疫苗生产厂家为北京
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有效期为2018年 12月
11日。（本报今日A18版）

儿童疫苗已成敏感词的背景下，竟又发生这种
严重的儿童服用过期疫苗事件，让人难以置信——
需要多少环节、关口集体失守，才能换来如此低级的
错误？

如果接种疫苗的黎城卫生院在给孩子服用疫苗
前能看一眼有效期，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如果接种疫
苗过程存在公示环节，每一次、每一种疫苗的相关信

息比如药品包装上的出厂日期、有效期都能向家长展
示，这种事也不会发生。如果相关管理机构比如卫生
行政部门、疾控中心能够认真跟踪监督各批次疫苗的
使用、库存情况，应该能够及时发现基层卫生院过期
疫苗的库存问题，接种过期疫苗之事也不会发生。

而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就在于此——在一个地
区，疫苗管理从源头到终端，几乎是全程的集体失
守；这种事发生在“长生疫苗事件”余波未平之际，就
更叫人无法理解、难以原谅。

究竟是卫生院相关制度建设滞后，还是有章不
循？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又是如何监管的？疫苗管理的
源头与终端单位间的衔接是否有效？这些问题都需
要认真调查、反思和问责。

在笔者看来，最大的问题还在“责任”二字。疫苗
质量、接种是否严格依规操作，关系到每个孩子的身
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可以说，任何的管理疏忽与不
当操作，都是“草菅人命”。一批疫苗过期后仍被接种
到一百多孩子体内，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医疗监管的
责任意识都去哪了？

本以为，疫苗风波之后，各地相关机构和从业者
都能从中吸取教训，严格管理，认真操作。遗憾的是，
涉疫苗的违规事件仍不时传来。笔者认为，地方政府
在处理疫苗违规事件时，不宜就事论事，而应从疫苗
管理的控制程序方面反思制度设计缺陷。对于失职
渎职问题，则应通过严厉的依法惩治，督促警示相关
部门和人员“长长心”。 马涤明

老虎“吃土”疑问
如何取信于人

我们大手大脚地花完钱后，就会向身边
的朋友哭穷说：“这个月可能要吃土了。”前
日，有网友向媒体反映，他们在武汉动物园
游玩时，看到有一只白虎比较瘦，饿得在虎
舍里舔土吃。园方回应称，老虎刚吃了三只
鸡，趴在地上是在舔食物残渣。（1 月 10 日《楚
天都市报》）

首先要为这几位主动曝光动物园老虎
“吃土”视频的网友点赞，暂时不管老虎“吃
土”的真假，游客这种对动物的怜悯之心，以
及背后的动物保护意识，显然都值得肯定，至
少要比拿树枝去捅老虎，拿石块去扔老虎强
得多。正是因为有了对动物的这种关注与呵
护，作为人类朋友，自然生灵的动物福利，才
会得到逐步的提高，其生存处境也才会得到
逐步地改善。

老虎是食肉动物，丛林之王，当然是不吃
土的，所以面对质疑，武汉市动物园方面给出
的解释是，老虎刚刚吃完了三只鸡，游客看到
的“吃土”实际是在舔食地上的食物残渣。客
观而言，这样的解释是说得过去的，这种情况
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随后动物园还公开了
他们对老虎的喂养情况，比如哪天吃鸡，哪天
吃肉，哪天吃排骨，看上去老虎的伙食待遇很
不错。

然而这终究只是动物园的一面之词，更
何况国内确实发生过动物园克扣动物的喂养
经费，导致所饲养的动物瘦骨嶙峋的情况，所
以仅仅凭借动物园方面的解释，并不能服众。
于是有较真的网友去浏览了武汉动物园的官
方网站，结果还真发现了问题所在。武汉动物
园于2018年9月26日刊登在其官网上的一篇
文章显示，这只从宁波动物园引进的白虎，于
当日正式入园，当时的体重是 210 公斤。但是
按照现在武汉动物园的说法，现在这只白虎
的体重是120公斤，这也就意味着，仅仅过了4
个多月的时间，这只正值壮年的老虎，体重竟
然下降了90公斤之多，试问武汉动物园，这又
如何解释呢？

从游客曝光的视频来看，这只老虎确实
有些消瘦，而动物园方面的解释是因为老虎
趴在地上，所以导致肩胛骨耸起，看起来比较
瘦，如果站起来，就不会这么瘦了。问题是，即
便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这只老虎在短短
四个月的时间内瘦了 90 公斤，这“减肥”的速
度是不是有点快？有点不正常？对于这一点，
是需要动物园亟需给出解释的。

武汉动物园也好，国内其他动物园也罢，
要想取信于人，并非没有办法。比如每天给动
物投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公开呢？即便现场
没有游客，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站视频的方式
公开展示，以打消公众和网友的疑虑呢？你说
老虎没“吃土”，但是老虎确实在短时间内暴
瘦，这点无论如何是需要武汉动物园和上级
管理部门给予回应与解释的。 苑广阔

对于这一处罚结果，不少网友表示非常不
满，称之为“罚酒三杯”。有网友甚至开玩笑道：

“是不是2000后边少了个万？”然而，“五星酒店”
卫生门引发舆论愤慨，在无数眼睛的关注下，监
管部门不可能手软，更不会不依法办事。实际
上，“罚款两千”确是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最
高罚款数额。

由此而来的一种悲观论调是，酒店不可能因
“罚款两千”而产生痛感，若不对现行法律进行修
正，抬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它们必然会“一查就
改，改完再犯”，类似的卫生丑闻还会继续上演。

但显然，法律的调整十分谨慎，是项极为耗
费时间的长久工作。指望通过修法来杜绝五星酒
店卫生丑闻，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期望。
不过，也不必因此而陷入更深的悲观情绪中。即
便法律不改，依然只是“罚款两千”，五星酒店们
的“卫生病”也不一定会愈发顽固。

复盘五星酒店发生过的卫生丑闻，曝光者除
了“花总丢了金箍棒”这种“无组织”的公民个体

之外，还有某些专业性的测评机构。只要五星酒
店卫生状况依然不透明，此类测评机构就有巨大
的市场需求，甚至会出现更多的测评机构，帮助
公众对五星酒店进行曝光监督。

此外，可以看到的是，在五星酒店一再曝出
卫生丑闻后，个别酒店为了打消消费者的疑虑，
吸引顾客放心入住，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已
经推出了创新性的举措。比如，山东烟台某酒店
规定，保洁员须佩戴记录仪上岗，并将视频内容
在酒店大厅中播放，供客人们随时监督。这类

“先行者”的出现，既是市场需求下的必然结果，
也在酒店行业内开启了更高维度的竞争格局，必
将倒逼酒店行业的卫生制度朝着更为公开透明
的方向行进。

总之，应对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市场本身有
其应对的逻辑和力量。而且，相较于法律的漫长
调整，市场的反应更为迅速灵活。因此，围绕着
五星酒店“卫生门”罚款 2000 元的结局，其实没
有必要过于失望悲观。 张瑜

145名儿童服用过期疫苗，多少个环节没长心

五星酒店“卫生门”
无需悲观于“罚两千”

去年11月，多家五星酒店爆出存

在“脏布擦杯”的现象，在酒店行业引

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涉及上海的酒店

共有7家。截至目前，上海7家涉事酒

店的处罚结果均已出炉，每家酒店均

被处以警告，并被罚款2000元。（本报
今日A18版）

“反向春运”见证时代变迁和年俗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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