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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躺棺材体验死亡
是一堂人生教育课

近日，浙江金华殡仪馆举办的一场
体验“死亡5分钟”活动备受关注。记者
从金华民政部门了解到，此次活动是从
100余位报名人员中选取了7名体验者
——他们躺进棺木中，闭上眼睛体验死
亡。（4月1日《北京青年报》）

开展躺棺材体验“死亡 5 分钟”活
动，参加者有社工、企业职工和大学生。
特别是有大学生参加，有人就反对，认
为这是对学生心灵的摧残。殊不知，绝
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接受和体验
生死教育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也是日常
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可逃避。

躺棺材体验死亡，让参与者直面人
生谢幕的感受，传递更加珍爱生命、热
爱生命、感恩生命、善待亲人的理念，从
而引发人们对生与死的启迪与思考。这
比单纯的说教更逼真、更形象，更具说
服力和感染力。开展这种活动，就是接
受体验生命教育，能够让大学生对生
命价值有反省的认识，从而读懂生命
的真谛。

正如曾经有参加类似活动的大学生
所说：“第一次躺在棺材中静静思索自
己过去的 20 年，感慨良多，以后要更加
珍惜时间。”“想通过葬礼活动，让学生
珍惜生命，对自己负责”。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是水就
要流动，是火就要燃烧，是花朵就要开
放；同样，是人就会有生死，生生死死是
自然现象。对于生，我们别无选择；对于
死，我们应当正确面对。毕竟，对于人来
说，生命只有一次，失之难以复回，理应
好好珍惜，永远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过好每一天。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能
思想的苇草。”其生命是世界上最脆弱
的东西，然而因思想的存在，才使生命
有一种超乎物质的永存。每个人应该驾
驭好生命的思想，让人生过得有意义。
即使死了，也正如鲁迅说的“有的人死
了，他还活着”。

当然，生活并不是永远“风正一帆
悬”。生活中只有 5%的比较精彩，90%归
于平淡，还有 5%让你感到难受。如何面
对这5%的“难受”呢？恐怕就是考验一个
人思想境界的磨砺石。放大苦难的人，
永远会感到苦难；淡化苦难的人，终究
会尝到幸福。

而今，躺棺材体验死亡，不管是什么
课，参与者和旁观者只有懂得了“只要
是活着，就得珍惜每一天”，才算是上了
一堂真正的人生教育课。 吕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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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后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北京各公园
陆续迎来大批游客。记者注意到，游客中不乏挖野
菜“大军”的身影。早春时节，很多植物还没有露
头，耐寒的二月兰成了主要采挖对象。记者走访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和东坝郊野公园发现，大片的二
月兰被“掐尖儿”。（4月1日《新京报》）

挖野菜大军多由中老年人组成，之所以乐此
不疲，不外乎几种原因：一是笃信野菜自然生长，
是有机蔬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二
是喜欢那种野外自采的乐趣；三是别人都采，也没
人管，不采白不采。正是在这种跟风、盲从的心理
驱使下，挖野菜大军日益扩大，各大公园都不时涌
动着挖野菜人的身影。

实际上，野菜经过长期以来物质匮乏年代的
口口相传，存在虚化、夸大的想象成分，其营养价
值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

即便是真正的野菜，也不是人人可食，例如脾
胃虚寒的人并不适合吃野菜，部分野菜还有毒性，
易受污染。更重要的是，公园里浇灌植被使用的是

由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回收处理而来的中水，不符
合饮用标准；可见食用自采的公园野菜并不能达
到营养、健康的目的。

私自滥采野菜不仅无益健康，还有损文明。公
园属于公共绿地，是供公众游览、观赏、休憩的公
共场所，滥采野菜的人常常践踏绿地，损害植被，
自私自利的样子实在与美丽春景不相匹配。

当然，不少人只是群起效仿，或顺手图个新
鲜。但是，种种陋习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发生时，会
给公共生活带来不便，也给城市形象带来不可避
免的污损。当我们常常愤怒于国人素质低下的
指责时，可曾反思自己是不是其中不知不觉的
一分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改变落后
的饮食观念和行为习惯，对自然万物保有一颗怜
惜之心，对文明美德抱有敬仰之情，从不挖野菜这
类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也正是在这日积月累的
文明构建过程中，现代公民的良好素养才能在这
些细微小节上一一呈现，我们大家所同处的家园
才会日渐美好和谐。 斯涵涵

“对那些造成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后果的企业
责任人，要从重处罚，罚到他们倾家荡产！”李克强
在3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当天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
案）》，李克强说，近年来食品安全工作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相差较远。(4月
1日中国政府网)

对食品安全违法者重罚到其倾家荡产，李克
强总理的“狠话”一点也不过分。同时，总理指出要
加快研究“终身逐出市场”等惩戒机制，在一定意
义上折射出重典治理食品安全违法的坚强意志和
决心，这无疑顺应了民意，也是当前维护食品安全
的最强烈的信号，值得拍手叫好。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新修订并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
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的严惩力度，让
法规的“老虎”长出利齿，这是一种可贵的立法进
步，最大程度地震慑那些存在侥幸心理、不惜以身
试法的后来者。

对食品安全违法重罚，一点也不过分。从国外
对食品企业违法的处理来看，在法国，凡是生产问
题食品的企业将被罚到倾家荡产的境地；在美国
建立较为发达的监管体系，提高食品生产企业进
入的门槛，据了解，全美允许生产婴儿奶粉的制造
企业仅5家。

对执法者来讲，要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
除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和加强

日常监管外，必须对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只有
这样，才能促使食品生产经营者始终绷紧食品安
全这根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守住诚信的“社会
底线”，不去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而言，要始终牢记：一旦
进入此行业门槛，就理当严格地依法生产和经营，
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任。法
律的威慑作用就在于此，只有严惩食品安全违法
者，才能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让具有社会良知的
食品企业公平守法经营，真真正正地担当起护卫
生命健康安全的责任。

总而言之，严惩食品安全违法已成为社会共
识，这需要执法者与守法者的敬畏与良知。

郑文

每年清明前夕，媒体上总少不了有关豪华墓、
活人墓以及专项整治行动的报道。

豪华大墓乱建之风为何屡禁不止？本次事件
中，相关部门的种种表现给人提供了一种答案：媒
体不曝光、领导不过问，原本很简单的问题也会久
拖不办，而且对群众态度恶劣，扬言“随便你告”。

豪华活人墓就建在家门口，都高过了房子，这
事换谁谁也受不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尽管

《土地管理法》和《耕地保护条例》明令禁止占用耕
地修建豪华活人墓，但相关部门相互推诿、踢皮
球，硬是拆不动。

在 3 月 30 日南充电视台“阳光问政”直播中，
副县长当众发话，限时拆除，相信这座墓很快就会

消失，但这并不能让人感到欣慰。对群众正当而迫
切的诉求无动于衷、一拖再拖，而媒体一曝光、领
导一发话，问题就迎来转机，这一方面体现出媒体
的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唯上
不唯下、唯领导不唯群众的不良风气。这种拖延、
推诿，让相关法律法规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还
会重创政府公信力。

大建豪华活人墓的陋习要改，相关部门不担
当、不作为、踢皮球等“陋习”更要改。奉劝相关
部门主动作为，通过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压实
责任、强化担当，别等媒体曝光、领导发话才动
手解决。

陈广江

罚到“倾家荡产”食安法就应该狠一点

豪华活人墓高过民房
别等媒体曝光才拆除

百姓话语
不吐不快

竟有此事

公园里挖野菜 饱了口福丢了文明

去年 9 月，康某回
老家——四川省南充市
西充县常林乡花盐河
村，占用耕地和部分非
耕地，在离同村村民杨
娟（化名）家5米远的地
方，修起一座 5 层豪华
活人墓。杨娟向当地乡
政府、县国土局等部门
口头、书面乃至登门反
映了近半年，结果被相
关部门当成了“皮球”踢
来踢去。（4 月 1 日封面
新闻）

漫画 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