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这是天津塘沽

一带养殖户明确的态度。据《新京报》报道，

这一带的养殖户，从鱼苗投入鱼塘的那一刻

起就要往水里撒药，消毒药、抗生素、兽药，五

花八门，一年得下七八次药，这样，鱼儿就能

始终保持活蹦乱跳。

养鱼的、卖鱼的，都知道这些水产品不能

吃、吃不得。但他们得靠这个不能吃、吃不得

的鱼来赚钱。可见水产品市场的生态，已经

比实际养殖的生态来得更脏。

从报道看，点到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

养殖证。这个基本上没有。但是纠结这个养

殖证一点意义都没有。大的养殖户有证才可

以养殖水产品，那么小面积的水域难道非得

有养殖证才能养鱼么？再说了，有证又怎么

样？有证的话，没人监管，也无法保证食品安

全、健康。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监管问题。这是每

逢食品安全问题必被拿出来骂街一番的“痰

盂”。

然而，监管部门查一次可以，偶尔查可

以，天天查，监管部门能不能做到、有没有这

个决心？是查养殖的这一头，还是查销售的

终端这一头？北京查水产品，监管人员还没

到现场，鱼都下架了，这种荒唐的结果能够出

现，有意思么？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生产

和销售环节，更应该追溯到提供药物与配方

的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许多人并不知道养

鱼的时候还能把兽药派上用场。

毫无疑问，每个看上去昧着良心的养殖

户身后，都站着一群有知识、没素养的科技人

员或者机构。他们或者打着科技助农的旗帜

贩卖“独门秘籍”，或者打着科技下乡的名义

推销坑爹的药物产品。于是人们看到，再没

文化的农民也能添加瘦肉精了，再没科技含

量的农家也会使用三聚氰胺了。从苏丹红、

二恶英，到三聚氰胺、兽药养鱼，不健康算什

么，来钱就行。

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些该反省的是把这

些配方交到农民手上的科技工作者，以及他

们的营销机构。遗憾的是，至今很少看到有

食品安全的案例，把问罪的重棒打在他们身

上。透过今年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想像，谁在

坑爹，一目了然。

兽药养鱼，谁该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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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并不完全就是在

于生产和销售环节，更应该

追溯到提供药物与配方的技

术环节和营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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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固然有赶工期的“动

力”，但人为改变工期安排，往

往又出自于投资方乃至更高

层面的“压力”。

短短十几分钟，整个施工平台完全坍塌，

造成 74 人遇难⋯⋯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

特别重大坍塌事故，令人震惊。据新华社报

道，公安机关已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 9

名责任人依法刑事拘留。

从名单看，这次刑拘的责任人主要包括

施工单位、总承包单位以及工程监理单位直

接负责人。在这起特别重大事故中，这些人

都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但无论是从

事故成因，还是从以往“惯例”、规定看，相关

责任人的名单还会扩大。根据《安全生产法》

等法规，对于这起特别重大事故，负有主管责

任及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有关部门人员，也

应承担相应责任。相信这份针对官员的处理

名单，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快也会公布。

据日前国务院安委会紧急会议披露，这

起事故的发生，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压缩工

期、突击生产、施工组织不到位、管理混乱等

有关。这正与近日来的媒体报道内容起到互

相印证的作用。今年 9 月 13 日，丰城电厂 3

期工程建设方代表与总包方、施工方负责人

签订了“大干一百天”目标责任书。

那么，在进一步调查中，就不能忽略对这个

问题的追查。施工单位固然有赶工期的“动力”，

但人为改变工期安排，往往又出自于投资方乃至

更高层面的“压力”。作为江西省电力建设重点

工程，其本身就有成为“政绩工程”的“潜质”，因

此难免也会受到过多的甚至不必要的“关注”。

在以往诸多安全生产事故中，类似问题

总是若隐若现，成为难以绕开的“暗礁”。对

于许多工程项目，领导不重视不行，否则寸步

难行；但领导太重视也未必是好事。领导太

重视、太热心的结果，很可能是脑袋一发热，

动辄要求工程赶在某个时间节点完成，致使

工程项目的正常、安全开展受到严重干扰。

类似种种，似乎很少得到反思与纠正。

又要安全生产，又要赶工期，这在多数情况

下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对于类似安全

事故，不仅要严惩直接责任人，查处相关责任

人，还应进一步追究“领导责任”，这样才能确保

工程项目遵循科学、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

“大干一百天”，谁该负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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