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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吃鱼翅
怎么成了一种“浪费”

有关“拒吃鱼翅”争议，近年来是个热点话
题。任何公共话题当然都可以辩论，作为水产界
的专家和业者，出于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反对“拒
吃鱼翅”，倒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反对应当建
立在具体的事实基础和理性的说服上，而不能回
避对己方不利的事实，甚至混淆黑白。

说出“拒吃鱼翅是一种浪费行为”雷人之语的
专家和业者，这个观点实在不值一驳。

有人说，鲨鱼是和其他鱼类混在一起，被意外
捕获的，所以捕了不吃就是浪费。这样的观点存
在两个谬误，首先误捕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是，
误捕并非不可防止，且被误捕的鲨鱼有些可以放
生。其次，在庞大的鱼翅消费驱动下，“误捕”的鲨
鱼数量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专业捕鲨业的规
模壮大是个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活杀鲨鱼取鳍的纪录片是骗人的，割
鳍弃肉的行为根本就不存在。但事实上，对于许
多远洋捕捞的渔民而言，由于缺乏冷冻保存条件，
他们捕到鲨鱼后，会选择将价值最高的鱼鳍切下，
将鲨鱼躯体抛弃。正是由于渔民割鳍弃肉行为的
广泛存在，去年10月，我国台湾的渔业部门宣布，
从2012年起执行鲨鱼鳍割取禁令，落实“鲨鱼鳍
不离身”的措施。否定割鳍弃肉，这明显是在睁眼
说瞎话。

有专家说，欧美拥有庞大的鱼肉市场，拒吃鱼
翅无法实现保护鲨鱼的目的。这是在夸大事实，
回避责任。鲨鱼肉坚硬且粗糙，还有强烈的尿素
味，加工难度高，所以属于经济价值较低的海产
品，所以在大多数国家并非消费的主流。鱼翅贸
易才是滥捕鲨鱼的根源所在，这早已是国际公认
的事实。

有业者说，捕鲨是合法渔业，鲨鱼绝大多数并
未濒危。但据美国《科学》杂志统计，有110种鲨
鱼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

人类为自己的口腹之欲，无度地向自然索取
资源，最终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拒吃鱼翅”运
动的发起，是一种人类自身责任的反省，有关行
业协会不能为了狭隘的商业利益，对这场运动给
予否定。

行业协会固然有为本行业利益说话的权利，
但作为公共机构，更需要捍卫人类社会共同的价
值观和人类行为的底线，顺应文明的潮流，以专业
的知识和社会责任感，与公众进行理性的沟通，这
样的行业协会才会获得社会的尊敬。 陈 新

近日，“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在北京举
行，主办方是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一
些与会专家和业界代表表示，我国传统的鱼
翅消费文化受到了国际社会不公正的评价，

“一群吃鲨鱼肉的人带头谴责一群吃鲨鱼鳍
的人”；我国沿海的鲨鱼捕捞都是兼捕所得，
被捞获的鲨鱼基本上无法再存活，不利用它
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不吃是不对的。（8
月17日《广州日报》）

干部有了危机感
群众才有幸福感

最近到一些基层采访，听到一句
感言：干部有危机感，群众才有幸福
感。比如一些地方，把乡镇、各部门领
导的工作进行月公示、双月评，评议结
果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干不好
就挪位”。这既让干部普遍感到“压力
甚大”，又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如何认识和对待压力，是为政者
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人们常说，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好比承受压力的
重荷，喷水池才能喷射出美丽的花朵，
干部有压力，干事才会更有动力，落实
才会更加给力。如果缺乏压力，精神
懈怠，庸庸碌碌，甘于当“太平官”、“混
事官”，甚至有的还当了贪官、赃官，对
群众而言，不仅毫无幸福感，恐怕更添
痛苦感、愤懑感。

马克思说过，人只有为自己同时
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
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共产党人执政
为民，为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事业发
展、百姓福祉。因而，干部的危机感，
不能功利地理解成担心自己的“帽子”
和“位子”，而应有更加深刻的内涵。

发展上要有紧迫感。当前，国际
和地域竞争日趋激烈，改革难题新旧
交织，群众的民生期待也水涨船高，不
管是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还是沿海等
经济发达地区，都面临“不进则退、不
转则衰”的挑战，有人更是疾感“一天
也不能等”。形势逼人，身为领导干
部，理应有时不我待、无功即过的紧迫
感和忧患意识，迎难而上谋发展。如
果满足于“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
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就会错失
发展机遇，误己更误人。

本领上要有恐慌感。欲揽瓷器
活，须有金刚钻。履行职责要有好作
风，更要靠真本领。随着社会的发展
进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领导
干部的能力不断提出新考验。特别是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对地
方领导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常听一些地方领导说：“有了互联网，
我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越来越大。”这
话值得分析，确有个别媒体存在捕风
捉影、恶意炒作等现象，但一些干部的
媒体素养不够、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

不足也是实情。更重要的是，有些干
部落实科学发展的能力不够，解决问
题的办法不多、成效不大，甚至出现了
失误。说到底还是本领不够。

对群众要有敬畏感。官有所畏，
业有所成。“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
天”，无论是谁，不管官做得多大，脱离
了人民群众，就像希腊神话中离开大
地的巨人安泰，立即失去了所有力
量。对今天的为政者来说，不管是干
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一刻也离不开
群众的力量，到处都少不了民意的支
持。只有老实“拜人民为师”，对待群
众意见虚怀若谷；践行“群众利益无小
事”理念，对待群众诉求尽心尽力，才
能赢得人心、凝聚力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名句流传千古，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也有一副楹联：“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
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为政者的忧患辛
劳之中，往往生长着百姓的幸福安乐，
古人尚且有这种认知，今天的共产党
人理应把这篇“忧乐”文章做得更好，
写进千千万万群众心里。 汪晓东

年度网络热词
传递现实冷思考

药品安全黑名单
别成“没牙老虎”

食药品安全事件近几年呈现频发态势，去年全
国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85.28万份，同比增
长 23.08%，今年的“毒胶囊”事件更是令社会震
惊。针对药品、医疗器械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建
立专门的药品安全黑名单，督促和警示生产经营者
全面履行质量安全责任，增强全社会监督合力，无
疑值得期待。

不过，任何黑名单都不是一“黑”就灵，其效果
好坏，取决于制裁的力度强弱。从此次发布的管理
规定来看，被纳入黑名单的7种行为中，除了“在申
请行政许可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采取其他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以及

“生产销售假药及生产销售劣药情节严重”三种情
形，其余行为均未有实质性的处罚手段。而现有的

“增加检查和抽验频次、责令定期报告质量管理情
况”等措施，或是隔靴搔痒。

同时，向社会曝光也效果有限。唾沫星子淹不
死人，对于许多无良商家而言，道德血液本就稀薄，
不惧曝光。而林林总总的黑名单，老百姓也难一一
记住，买药时拿黑名单挨个甄别、用脚投票，也未必
现实。更重要的是，公众作为纯粹的消费者，对于
无良药企缺乏约束力。倘若一些企业对黑名单摆
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抑或是换个马甲另起炉
灶，公众生命安全很难避免问题药品的威胁。

要想药品安全黑名单“老虎发威”，就必须给它
一副钢牙，建立一系列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对于
上榜者，根据情节轻重，相应给予重点监管、限期停
业、终身禁入等处罚。同时，针对近年来药品质量
事件中暴露出来的罚款惩治力度不够、药害救济赔
偿渠道不畅等问题，黑名单制度不妨充分考虑，完
善监管、堵塞漏洞，切实提高威慑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曾提出，药
品安全黑名单通报同级发改、税务、工商、金融等部
门，供其在产业规划实施、招标采购、行政审批、进
出口管理、金融信贷等相关决策时参考。但在正式
发布时，这一条规定被删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
憾。黑名单资源共享，建立群防群治机制，或许存
在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的难度，却是提高违规成本的
一大良方。建议政府部门统筹协调，通过顶层设计
推动药品安全黑名单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威力。

最后，药品黑名单不能“灯下黑”，只针对违规
企业，让失职监管者置身事外。从前些年的郑筱萸
案件，到今年的药监局被曝遭企业公关后将不合格
产品改合格，某些部门人员的权力寻租也是药品乱
象的重要推手。让这些失职、渎职人员的问题和处
罚也曝曝光、杀杀菌，有助于强化黑名单的治乱效
力，倒逼职能部门扮演好看门人的角色。张枫逸

“乞讨排行榜”
考验城市管理雅量

事情缘起上海轨交警方加大打击扰乱车厢
秩序的行乞行为。从公布的排行榜来看，22岁
的何某以 4 年被抓 309 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
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来自
安徽凤阳的88岁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她
下午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了就出来讨点赌
资；25岁的包某排第三，他与老婆一个吹笛一
个卖唱，但两人都是开音响假唱。

或许正是这些公布的信息，引发了民间的
争议。不可否认，上海轨交警方整治地铁行乞，
确实花了很多工夫，而且利用官方微博，适时向
公众发布信息，仅从信息公开角度而言，很值得
赞赏。在抓到那些经常出入地铁的行乞者之
后，从官方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并没有见到粗
暴对待的情况，只是“无奈地苦笑”，大多是“教
育”一番就放人，这种文明执法方式也为其获得
了不少的舆论支持。

然而，问题在于：官方微博公布“乞讨排行
榜”合不合适？公布后又会带来何种社会影响？

地铁行乞令不少人生厌，特别是那些被人
称之为职业乞丐者。就个人而言，如果讨厌职
业乞讨行为，大可以漠视之，拒绝施舍，这是每
个人的权利。只要乞讨者没有纠缠、骚扰等侵
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举止，别人也没有权利禁止
他们乞讨；就城市管理者而言，规定地铁内禁止
乞讨，以塑造一个良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似乎也
能说得过去。因而，此次整治车站乞讨活动本
身也无可厚非。

但公布一个“乞讨排行榜”，将乞讨者行乞
次数等个人信息公布于众，这种做法则值得商
榷。“职业乞讨者”愿意将乞讨作为自己的生活
方式，只要不违法犯罪，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
他人，都无权剥夺其自由乞讨权。你或许可以
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其不劳而获，但自古以来，
就有乞丐的存在，哪怕社会救助体系再发达，也
有人愿意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眼下还没有哪个
国家出台法律规定禁止乞讨。以此而言，如何
对待乞丐，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雅
量”和人文关怀。

出于管理方便，在内部弄一个“乞讨排行
榜”，对经常出入地铁行乞者加强监管，重点防
范；或者将那些行乞者比较集中的地铁路线、时
间段在微博公示，善意提醒市民防范，这些都没
有问题。但一旦将“乞讨排行榜”对外公布，不
加区别地将乞丐按行乞次数排行“示众”，难免
有歧视乞丐、侵犯隐私之嫌：法律都没有明文禁
止，管理者岂能将行乞者粗暴地“示众”？更值
得警惕的是，其中可能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乞丐都不值得同情，这显然对其他正常行
乞者不公平。

假如一座城市不得不承认乞丐的存在是合
理的，那么就应有包容这个群体的雅量。社会
需要有善心、同情心，应尽量避免不合理的政策
而使善心、同情心遭到怀疑和打压。 李 龙

“金光大道”赚了人气失了品位
近日，武汉有

商家用 200 公斤
价值7000万元的
纯黄金金砖“铺”
成“金光大道”，引
来众多市民“踩
金”。这条大道长
约7米，由10多个
特制玻璃展格组
成。商场称，铺设
“金光大道”为举
办的珠宝节造气
氛。玻璃展格经
过测试，一般人在
上面正常行走，不
会造成损坏。

为珠宝节造气氛，用价
值 7000 万元的纯黄金金砖

“铺”成“金光大道”，说到底
只是一种广告。在商言商，
广告制造噱头再正常不过。
黄金代表财富，7000 万元黄
金堆在地上，无论是色泽与
质感，都极其诱人。这对很
多并不富裕的人来说，成堆
的黄金就在脚下，有机会饱
一下眼福，将财富的梦想折
算成堆积的质感，足以当成
茶余饭后的谈资。从广告吸
引眼球的角度来考量，无疑
算得上是成功的。

只不过，“金光大道”之
于珠宝节，对于公众来说，除
了财富上的观感，还是财富

上的观感，踩“金”留下喟叹
后，不免又让人感到徒显财
大气粗得了无趣味。其实，
珠宝除了财富之上的价值
外，还有无形的艺术价值。
无论是外行看热闹，看重款
式是否新颖与灵巧，还是内
行看门道，注重艺术的创意
与手法的技巧，艺术价值才
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也就
是说，珠宝所承载的文化与
艺术品位，才是珠宝本身的
生命力，可以让那些现阶段
不富裕的人变成未来消费的
潜在群体。

“金光大道”放大的财富
奢豪，让珠宝应有的文化之
光黯然失色，这无意中传递

出了商家举办珠宝节的价值
导向：把珠宝当成黄金一样
的产品兜售，而非当成艺术
品来推广。不能不说，这种
理念暗合着我国珠宝业发展
的现状。正是珠宝销售领域
长期对文化与艺术创意的忽
视，让珠宝多了几分匠气与
俗气，也让珠宝设计与制造
少了几分应有的文化底蕴与
文化品位。

“金光大道”赚了人气失
了品位。徒具观感的外在印
象，很容易使公众从噱头中
迷失，让所谓的珠宝节变成
与己无关的“财富者”节日，
而成为匆匆的过客。

木须虫

8月18日，上海交大发布《中国社会舆
情与危机管理报告》，对2011年的网络热词
进行盘点。“郭美美”、“PM2.5”、“五道杠”等
词汇均入选年度热词。蓝皮书指出，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热词的更替频率加快，所表达
的也从最初字面含义向网民对社会深层隐
衷转换，往往能直接反映某一个或一些成为
一时焦点的社会现象与事件。(8月19日《新
民晚报》)

上海市一派出所的官方微博最近发布
一个乞讨排行榜，对常在地铁中乞讨的人进
行了排名，此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乞丐盘
踞地铁钱，确实影响市容和市民的安全出
行；也有人称，穷人行乞系生活所迫，何必为
难他们。

1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药品安
全“黑名单”管理规定》，对于因严重违反药品、
医疗器械管理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
者及其责任人员的有关信息，将通过政务网站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并实施重点监管。该规
定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从深圳到乌鲁木齐，一南一北两
个城市，都因建造华而不实的城市建
筑，而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深圳官方披露天桥实际造价为
5000 万元，显然隐含一层意思：我们
没那么大手大脚。可问题在于，这个
十字路口造一座天桥，是否非5000万
的规格不可为之？费用砍去一半，乃
至砍掉更多，桥还能造得起来吗？造
桥的材料非得“航空级”？

乌鲁木齐那尊“飞天女神”巨型雕
塑，当地官方对雕塑的造价避而不谈。
不过，仅从新闻图片上就可看出，“飞天
女神”的造价绝对不菲，这个高18米，
重40吨的庞然大物，如今变成了废铁
一堆，纳税人的血汗钱再一次被糟蹋。

花点财力打扮城市，本没什么可
非议的，但理当把钱花得准一点，花
在刀刃上，花出高“性价比”，所谓“一
块钱当两块钱花”。以过街天桥的产
品属性，发挥物尽其用的服务功能才
是它存在的根本意义，“看上去很美，
用起来很累”的“春花天桥”，以其适
得其反的现实表现向公众昭示，它更
像是摆在城市客厅的一道“盆景”。
而乌鲁木齐那尊“飞天女神”，稍有点
审美眼光的人，就可以看出这尊女神
是何等地粗俗和奇特，简直是在败坏
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梳理各地城市建设轰轰烈烈的传
奇故事，财大气粗，不惧浪费的现象可
谓层出不穷。深圳花5000万造桥，珠

海种数十万元一棵的名贵行道树，贫困
县里照样可以花数百万元拷贝“山寨版
中国馆”，可以斥资60亿元建新城。这
种“两块钱办一块钱的事”，已是退而求
其次了，事实上，“把两块钱办得一文不
值”者大有人在。四川通江县那座造价
120万元，只能栽花养草、不能行人的

“景观天桥”，试问它的真正价值几何？
城市公共工程是个花钱的主儿，

动辄不菲投入。每一笔投入都取自公
共财政，所以应花得明明白白，花得干
干净净，更要花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屡屡曝出的奢华城市“奇观”，理
当有人对此负责，为决策失误和浪费
付出代价，只有建立起有力的问责机
制，当局者才不至于有恃无恐，源源不
断地制造城建败笔。此外，地方人大
应加强预算监督，在城市公共工程领
域建立起公众参与的机制，如此才能
对地方官员形成有效约束，使其对每
一分钱都心存敬畏，对每一个项目都
从严决策，打消其“政绩速成”的冲
动。 王景曙

奢华城市“奇观”何时休

网络热词的出现与更新换代，是一个“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问题。随着网
络时代的来临，无论哪一年，都会出现属于那一
年的网络热词。

2009年，我们记住了“被”、“杯具”、“雷人”、
“山寨”；2010年，我们记住了“我爸是李刚”、“给
力”、“神马都是浮云”。2011年，“晒三公”、“郭
美美”、“PM2.5”、“五道杠”又闪亮登场。虽然每
年都有不同的内容，不变的是，在每一年的网络
热词之中，总能找到相通的公共诉求——网民
正在用网络进行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对公权
力而言，就要在这些网络热词之中发现这些诉
求，听懂这些利益表达，并着力解决问题。

例如，“郭美美”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管理
中的硬伤所在；“PM2.5”代表了空气污染尤其
是城市中的空气污染，反映了公众对于治污问
题的纠结；“五道杠”则反映了教育中对青少年
价值观塑造的短板。网络的出现、发展和繁荣，
让民意上传有了新的路径。“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之后的“转发”、“评论”会促进事件的发
酵，网络热词也就因此形成。

崔永元曾说：“网友很聪明，权力和政府不
要跟网民们玩捉迷藏。”是正视网络热词，还是
回避，是发掘还是屏蔽，答案十分明了。截至去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 5 亿，已经达到
5.13亿。如此广泛的网络受众，会在网络中形
成许多声音与行动；既有呐喊，也有抱怨，既有
声援，也有实实在在的行动。网络热词，就应该
受到重视。

网络热词的出现，不仅仅是词汇的更新与
丰富，也不仅仅是为春晚上冯巩的小品平添几
个笑料，而有着真真正正的公共诉求。而在公
共诉求得到正视的同时，公众的自觉意识和权
利意识也有所增长，这是社会进一步成长成熟
的必要条件。因此，希望权力能够以更大的热
情来关注网络热词。然后，付之于实际行动，替
民解忧，促进社会进步。 王传涛

湖北电视问政“麻辣”风俩厅长认错
据报道，8月14日上

午9时，荆州电视台演播
大厅，湖北省财政厅、水
利厅、农业厅、民政厅、林
业厅5名厅级官员走进直
播间，开始了“落实责任，
强农惠农”电视问政节目
的首次电视网络广播同
步直播。据了解，此类省
级电视问政在全国尚属
首例。

短短1个半小时内，
主持人毫不留情地抛出
了“麻辣”提问，让接受问
询的5位厅官面色凝重。
来自荆州县区的农民朋
友组成了观众评审团。
直播室内，面对问题，该
省林业厅副厅长王铭德
对观众“认错”，财政厅副
厅长何大春也坦承：“我
们的监督管理有漏洞还
有缺陷。”

漫画/朱慧卿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深圳南山区“春花天桥”梁架均使用航空级
钛合金铝材，耗资20亿元，投入使用以来长期存在电梯停运、桥面积
水、上千个LED灯晚上不亮等问题。对此，南山区官方予以否认，称
实际造价约5000万元(8月19日《北京晨报》)。也是在19日，从乌鲁
木齐传来消息，乌鲁木齐街头一尊“飞天女神”巨型雕塑因受到外界
质疑，日前被拆除。(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