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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源头才是真道理，所谓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聚焦问题辣条

后，很多地方都开展了整治行动。像央视曝

光企业所在的湖南平江，对 100 余家辣条企

业进行整治。河南也开展整治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的“百日行动”。甘肃市场监督管理局日

前则下发公告，决定在全省所有校园及周边

200米范围内，禁止销售辣条。

以中小学生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辣条，历

来被称作“五毛食品”。它虽然价格便宜，但却

是高油、高盐、高添加的“三高”产品，刺激性也

很大，对正在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健康不利影

响较大。所以，即便是被曝光的几个问题品牌

辣条之外，一般的辣条小孩子也是不要吃为

好。辣条不仅肆虐于乡村学校，城市中的中小

学生也深受其害。试问，杭州中小学旁的小卖

部里，不也都是辣条“琳琅满目”？

对于甘肃决定在全省所有校园及周边

200 米范围内禁止销售辣条的一刀切决定，

叫好的人很多，但是质疑的人也很多，认为这

一刀切得还不够狠。很多人认为，200 米范

围内不能卖，那学生完全可以在 200 米范围

外购买，上下学路上也可以买。虽然，通过提

高购买门槛的方式来切断学生接触辣条的部

分途径，减少吃到辣条的概率，是值得尝试的

方法，但归根到底还是得依靠源头治理。今

天辣条要在 200 米开外，明天方便面要在 300

米外才能销售，都不是长久之计。学校周围

200 米禁售是治标不治本，管住源头才是真

道理，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那么什么是源头呢？无非有三。第一，

生产源头。如央视所呈现的，辣条低廉的价

格背后是脏乱差的生产工序，以及没有安全

保障的质量。所以监管的重心应该放在那些

生产企业上，适度提高惩罚的标准。不仅是

辣条，还有其它类似的垃圾食品。一刀切，首

先要切的是这些生产企业。

第二，监管也是源头。还是要说说职能

部门，不要等着问题曝光了才出现，毕竟这些

问题都不是一天两天了。难免有人要说怪

话：“3·15”打假维权一阵风，雨过地皮湿，蜻

蜓点水半空中。还有人说，被曝光之后就是

“高度重视”，难道平日里对这种现象就可以

“高度近视”了？个别人有情绪可以理解，但

相关部门还是要把检查食品安全作为日常工

作，堵住源头，不要等问题出现后再行动。监

管在问题刚出现萌芽时则事半功倍。

第三个源头，就是处于消费终端的未成

年人的食品安全教育问题。在加强治理和监

管的同时，还应该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如果小朋友们都知道辣条有害身

体，即使有辣条钻破层层监管，那又奈何？

禁止辣条，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乘客着奇装异服上地铁
该拦吗

日前，一名女网友在微博发帖称，当天她

去广州萧岗地铁站乘坐地铁，未携带违禁品

却被拦下，原因是妆容有问题，被要求“请原

地卸妆”。当时她化的是哥特妆，眼影颜色较

深，口红颜色也偏暗沉，并搭配一身黑色洋

裙。该网友认为，广州地铁的做法没有依据，

遂@广州地铁喊话讨说法。3 月 16 日晚，广

州地铁发文致歉，称经调查，的确存在当事安

检人员处置不当的问题，已约谈安检单位，督

促安检单位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目前

安检单位已对当事安检人员进行处理，对当

班班长停岗培训。

什么叫“不当装束”“奇装异服”，应有一

种定义。这个问题确实难以“量化”，因此需

要有关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通过专

家论证，制定相关制度。这也考验公共部门

的管理智慧。窃以为，装束的“当”与“不当”，

核心界定标准应以是否符合“人”的特征为原

则。比如，某些化妆虽然很浓重，但如果不影

响与其身份证上照片的验证，就是可以接受

的。如果与身份证照片差异太大，是否可以

定义为“不当装束”？（燕赵晚报 马涤明）

博物馆文创“同质化”
怎么破

自从2013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朕知道

了”胶带问世以来，文化创意已经蔓延至我国整

个文博领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纷纷推出文

创产品，从文具套装到钥匙扣，从生活用品到旅

游用品，不一而足。然而，在今年的两会上，有

代表委员对博物馆文创领域的同质化问题提出

了质疑：“你做一个扇子，他也做一个扇子；你做

一个杯垫，他也做一个”。这不无道理。

文创已成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博

物馆做文创与其说是在“卖产品”，不如说是

在利用文化元素“讲故事”。我国博物馆文创

总体起步较晚，经验与市场都还不够成熟。

要走好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文创之路，既需要

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扶持和激励，

也需要博物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社会力

量深度合作，平衡好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努力做到创新有道，成熟有方。

（人民日报海外版 胡波 董晓波）

“海狮非法展演”
何以有恃无恐

今年 2 月，大连长兴岛警方破获百只斑

海豹幼崽盗猎案，使得背后的海豹展演产业

链浮出水面。然而，根据新京报记者调查，除

了海豹，海狮同样也是非法商家的摇钱树。

由于海狮驯养更容易，表演精彩，更受市场欢

迎，因此地下海狮驯养和出租交易异常繁荣。

水生野生动物展演，即便不全面禁止，也

要严格限制，类似海狮出租等行为，显然应当

全面叫停。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立法和执法，

也还存在不足。作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给海

狮、海豹等动物以直接帮助，但至少，对于非人

道的动物展演，当持抵制的态度。要知道，我

们的盲目参与，我们买的每一张门票，都会成

为伤害它们的“帮凶”。 （新京报 于平）

姜安琪整理

咋说

杭州西溪雅苑小区东大门出去的天目山

路上最近装起了一排一米多高的隔离带。栏

杆一立，如何最快最安全地赶到对面的公交

车站就成了不大不小的问题。绕到路口走人

行横道过马路当然是最安全的办法，可是，往

哪边绕都有不短的距离。于是不少人就打起

了翻栏杆的主意，本报记者现场探查发现，在

栏杆加高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居民不惜冒

着危险，翻越隔离栏，横穿马路。

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天目山路是

城市快速路，车道多车速比较快，翻越这么高

的栏杆本身就够危险的，还要穿越车流，险上

加险。设置高围栏也是为安全考虑，显然管

理部门加高围栏是为了防止穿越围栏，希望

让横穿马路的人知难而退。

可是这么一来，出入方便就有了问题，明

明直线距离只有 50 米，硬是给拉长到几百

米，明明几步路的事硬是给拉长到十来分钟，

居民难免不习惯。从记者拍摄的视频看，翻

越栏杆的人其实也是挺犹豫的。可见，加高

围栏可能阻止了一部分人，另一方面也存在

风险，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而且，一旦如

此翻越栏杆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引来

跟风者学样，反而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在高高的栏杆和近在咫尺的公交车站间

确实有不合理之处，不能全怪行人没素质。

当然这个路口有特殊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归

结到管理问题上。眼下的难题是地铁要修，

地下通道修成还要等两年，也不可能再设人

行天桥；快速路通行效率要保证，一条马路不

可能设置太多的人行横道；再说，这些大工程

也是为了提高市民的便利才设置的，并且惠

及的层面更广。所以，市民能克服的克服一

下，毕竟身体是自己的，这个险不值得冒，几

百米也不是很远的距离，早起个十分钟，问题

就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管理部门则尽

可能地给予方便，让工程高质量运作与市民

感受更好地结合起来。

西溪雅苑的这个路口其实很能引发深入

的思考。行人翻越栏杆，横穿马路都只是表

象，背后往往还有社会发展后人们对公共服

务提出更高要求的问题，有些问题跟素质有

关有些则无关，有些需要从软件下手有些则

需要从硬件下手解决。城市的公共服务，大

到一条路、一个功能区域，小至城市公交线路

公交站点、一条斑马线、一个红绿灯，其实都

极有讲究。人性化，要尽量满足人的需要看

起来是一种高成本的服务标准，但反过来说，

难道不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服务标准？人服务

好了，城市就能高效运转，人服务不好，必定

被各种问题困扰。

一些城市把红灯设置得很长，绿灯却很

短，这就难免行人要闯闯红灯，通行效率不

升反降；一些城市，高架很宽，可不同方向

的高架互通处却只有窄窄的一个车道，就难

免在路口堵起来，近而影响直行车辆的通

行，整天高架都堵起来。小区出入口如何安

排、商业区如何设置，人流如何疏导，公交

车地铁私家车如何对接，它应该是一盘棋。

最理想的当然是能无缝对接。从这个角度

说，很多城市离高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需

要在实际生活中仔细体验，仔细观察，提出

解决方案。

过马路翻栏杆，是对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要尽量满足人的需要看起

来是一种高成本的服务标

准，但反过来说，难道不是

一种最有效率的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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