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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剩饭
陈光标倒了谁的胃口

按现在酒店每天倒掉的泔水总量，全南京的
剩菜剩饭，陈光标一家公司的员工肯定吃不完。
如果这算个投资项目，标哥赚定了。

但如你所知，陈光标带领员工吃人剩饭，显然
无意抠门。作为国内首个高调宣布死后裸捐的企
业家，陈光标刺到了中国慈善事业管理漏洞的同
时，也顺带着捅到了很多富人的钱包。陈光标在
骂声、争议声中一意孤行，一秀到底，这次吃人家
的剩菜剩饭，则让许多人找到了可以堂而皇之地
骂他一句“倒人胃口”的机会。这两天，在钱江晚
报官方微博关于这条新闻的数十万转发或跟帖
中，稍作留意，就能看到许多名家大腕，对陈光标
吃人剩饭所作的不屑状，呕吐状。

即便人们知道陈光标吃剩饭仍然是行为艺
术，但这副吃相，确实夸张到了令常人难以接受
的程度。难以接受，是反观自己得出的感受。从
卫生层面看，下不了筷子。从面子角度看，丢不
起这脸。

照片上，人家吃得忍俊不禁，标哥吃得一本正
经。这就是陈光标的异人之处。陈光标任何一次
一本正经的作秀，别人看到的是戏中的显摆，戏中
的沽名钓誉。而他自己，却在内心充满着对现实
的批判。

在吃剩饭这件事上，陈光标本意显然不是
想做个榜样人物，号召人人都去酒店找剩饭
吃。一来，都去吃，酒店里没那么多剩菜剩饭；
二来，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下得了箸的心理素
质。标哥想必也没吃人剩饭的嗜好。就像他高
调炫捐一样，陈光标用几近自贱的形式，发泄着
对现实的不满。

很多人对于不满的现实，或愤世骂人，或煽情
批判，但大多停留在嘴上功夫，或者纸上功夫。陈
光标的骂功，却表现在行为艺术上。与前者的区
别在于，他用高调炫捐，替代了骂骂咧咧的不信
任；他用一罐空气，替代了怨怨艾艾的不满意；他
用一盘剩菜，替代了叽叽歪歪的不平衡。

陈光标的行为艺术，如果改为嘴上的骂声，纸
上的批判，或许反而不会招来太多的讥议。吃剩
饭这事，陈光标批判奢侈浪费的含义，远胜于果腹
充饥的目的。否则，标哥可以遣人到酒店候着，打
包带回来吃。但那不叫批判，叫乞讨。

陈光标带人吃剩饭时，员工吃得直翻眼珠，标
哥吃得入情入戏。你知道别人戳过筷子的剩菜不
卫生，陈光标也知道。陈光标每一次作践式的高
调，都是想极致地彰显某种对现实的批判。如果
将他批判现实时表现出来的行为艺术方式，用榜
样的标准去衡量，那一定是会错了陈光标真正的
用意。

陈光标高调炫捐，人说炫富。那些炫餐的
将钱财倒进了垃圾桶，人们能司空见惯般地去
包容，却包容不了陈光标劝诫浪费时吃人剩
饭。有钱的人嘲讽陈光标倒了他们的胃口，其
实许多人不是倒在生理上，而是倒在心理上。
他们心里有自己的一本财富账。倒是我们这些
普通人，实在没有在陈光标面前表现清高的必
要。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他也没要求我们那
样去做。嘲弄一个悯贫讽奢的吃剩饭者，不如
去责难那些如土挥金的炫餐者。如果我们都因
陈光标吃剩饭而心存善意，而倒了些暴殄天物
的胃口，倒也中了标哥的下怀，不枉他那些艰难
下咽的剩餐。 刘雪松

陈光标带了一帮自家兄弟，跑酒店里吃
人家的剩饭剩菜。标哥说，以后单位里的食
堂，不打算开伙了，都去酒店里吃剩菜。有哪些单位

仍在顶风公款吃喝
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以后，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很多公务宴请都被取消了，今
年地方两会也都降低接待标准。不过，
公款吃喝、奢靡浪费积习已久，恐不会
一下刹住。

日前，记者以订餐宴请咨询甘肃、
福建、河北、内蒙古、四川等 10 余家省
级驻京办餐厅，大多均被告知，至少 3
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
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
接待和年会”。

在厉行节俭的背景下，驻京办餐厅
何以这么火？多家驻京办餐厅负责人
表示，由于驻京办餐厅更具私密性，接
待的大多是政府官员，“与往年不同，受

‘厉行节俭’政策影响，今年很多企业的
商务宴请也选在这里。”

记者的调查表明，中央自上而下推
行“转作风”、“反浪费”确实有效果，也
有很强的震慑作用，然而，这也让一些

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款吃喝的时候更
加低调了。他们所谓的节俭，不过是将
公款奢靡的场所从五星酒店，转移到驻
京办、四星酒店等更不招人耳目的地
方，但是，浪费的标准并没有降低。

这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势——
公款吃喝、奢靡正从明目张胆的马路边的
腐败，转入地下，变成秘密的腐败。

以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很多改革的
努力、赢得民心的举措，不可避免会遭
遇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消极抵制。当
中央要求“厉行节俭，反对浪费”，自然
也不排除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关方面对于这
些更加低调的公款奢靡，应该有所预
料，并有应对之策。

一方面，有关方面需要尽快着手制
度建设，将公款奢靡之风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在中央“转作风”、“反浪费”的高
压之下，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仍然
敢于躲进驻京办大吃大喝，还是因为，

时下对肆意挥霍公款，缺乏有效的预算
机制、监督机制。推进预算民主，推进
国有企业的财务公开，晒晒政府部门和
国企的公款吃喝账单，宜快不宜迟。

短期的应对举措或许就是，在推
动、倡导厉行节俭的同时，尽快让监督、
问责机制启动，高效运转。有关方面，或
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暗访、调查，查处、公
布一批典型案例。同时，重金悬赏，鼓励
公众举报，积极引入媒体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说，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
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尽管，在驻京办餐厅吃饭办年会的
不全是政府部门和国企，但要想带动全
社会厉行节约之风，理当从严控公款消
费始。驻京办餐厅与各地方政府关系
密切，很多就是地方驻京办参与经营
的，历来是公款接待宴请的常去场所，
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中，应
当带头，刹住奢靡风。 格 非

售火车票能否像机票
一样放开

当然，乘飞机的人相比坐火车的人少很多
是一个原因，但为什么习惯于乘飞机出行的人
也很少有怨言呢？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飞机票的售票
资质向商业网站和代理商广泛开放，民众购票，
有着多重选择。

反观火车票，一个12306根本无法抵挡春运
购票洪峰，但铁路部门死守着这块“阵地”，其结
果，是所有的怨气和不满，均指向铁路部门一家。

火车票为何不能像机票一样，向社会开放
销售权，借各大商业网站成熟的网购平台和支
付手段，扩大网上销售的“带宽”？这实在是令
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对此，铁路部门曾给出两
种解释。

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火车票销售
很复杂，一次列车，有人坐到终点，有人中途下
车，还有人从中途上车，坐席不断变化。但所谓

“复杂”，其实就是火车坐席数据变化频繁，但如
果铁路部门对外开放数据接口，相关坐席数据
可及时反馈给代售终端，售票网站再进行动态
调整，这在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障碍。

还有一种说法，机票出售量相对较少，火车
票春运期间可能每天要出票七八百万张，统一
购票便于监管。但是，机票销售委托给那么多
企业，尚能监管得住，将火车票销售委托给少数
几个信誉较好、实力雄厚的商业网站，监管起来
不比机票销售难。况且，正因为出票太多，才有
必要分散销售，减轻“独木桥”的压力，减少购票
者的痛苦。

真实理由如何？有媒体调查却反映出，坚
持火车票封闭而垄断的售票模式，或有别的原
因。数据显示，12306庞大的用户数量和日点击
量，已让其跻身世界级电商的行列，背后的商业
价值难以估量。让其他电商来分享代购利益，
是铁路部门不愿看到的。

但是，这种垄断所带来的糟糕购票体验，却
由普通民众来承担。

在火车票供需矛盾难以缓解的当下，铁路
部门可做的，就是确保售票的透明，提升购票的
舒适度。大型商业网站，它们有着比铁路部门
更先进的硬件设备，更丰富的管理维护经验，让
它们参与，不用花纳税人一个子儿，就可给民众
更好的购票服务，那为什么不开放呢？ 钟 国

柴静被批
是枪打出头鸟吗

继被知名记者闾丘露薇批评“不专业不称
职，采访靠表演”后，央视主持人董路也公开批评
柴静，称柴静的成名“依托于央视平台和老男人
饭局”，并认为柴静的采访依靠以情绪为主的表
演，和于丹之间就差一本《论语》。而微博女王姚
晨力挺柴静的微博再次让此事发酵。姚晨称网
络上对柴静“新闻素养”的讨论是“枪打出头鸟”，

“因为文章好，获得肯定同时也招来了嫉妒”。
本以为就是娱乐圈比较乱，可没曾想在电视

前一个个文质彬彬的主持人们也是如此。对于
柴静了解得不是很多，而这次之所以她成为大家
批评的对象，我想无外乎是因为其新书卖过100
万册，从而如姚晨所说的那般，引来了同行们的
妒忌，之所以这样说其实从批评她的那二位的经
历也可以知道原因。像董路的经历比较复杂，有
人夸他做节目很用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主持
这个行业中其实他可能只能算是三流主持人，也
出过不少书。也许正是如此，才会让其对柴静出
书充满了敌意吧。

而那位知名记者闾丘露薇就更有意思，她在
网上是属于那种看着很正义的主，成天讨伐社会
上的不平之事，给人的感觉像一位斗士。而且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文章写得很犀利，但却看不到
任何的文化及素养，不能称之为文人。想想这些
人真的很可怜，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更何况
那可是你们圈内的人，难不成如此一来你就真的
成一流那一堆的吗？

当然，我之所以在这里说那位，也并不代表
就支持柴静，在这里只想说一下虽然砍柴是个力
气活，可是你不懂得技巧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樵
夫！

柴静做的有一点让老海很是佩服，就是相比
好友们的急忙挡驾、痛斥谣言，柴静太镇定了，她
只在新书首发会上以一句“我不会去理会，这些
并不重要。我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四两拨千
斤，想一想这才是一个名人所需要具备的素质。

老 海

缘于重庆永煌集团老板的操纵色诱，赵红
霞至少已导致 11 名涉及不雅视频的重庆党政
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被免职。现在，赵红霞正
在迅速被部分舆情渲染成“反腐奇女子”：实为
某平面模特但被误认为“赵红霞”的照片在网络
空间里大肆流传，要求给赵红霞“记大功”“发奖
章”的网友声音不绝于耳，甚至还有好事者为其
杜撰出《红侠列传》：然犯险以区区之身除十数
蠹虫，虽古之专诸荆轲，犹不及耳。百姓念其高
义，赠号“红侠”。

一场对“反腐红侠”赵红霞的“歌颂”运动在
悄然进行。我当然理解它背后难言的中国式调
侃与反讽意味，但依旧无法接受用美化的方式
对赵红霞进行评定。看得见的事实就摆在那
里，虽然赵红霞的举动最终令众腐败官员浮出
水面，但其原始目的只是为了“敲诈寻租”，为自
己的情人兼老总获取可兑现的现实收益。我们
当然希望穷尽手段揪出贪腐者，但这无法改变

“敲诈是犯罪”的事实本质。赵红霞首先是犯罪
者，然后才是重庆反腐事件中的关键人，将二者
的关系倒置，其实也是在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
断倒置。

价值观是社会的脸谱，也是社会的惯性所
在。一部分只关注结果事实而忽视过程正义的
民间反腐态度，不得不促人反思：是什么在制造
他们相对肤浅与分化的反腐心态？当赵红霞被
塑造成公共的反腐英雄，只能说明，反腐的日常
制度安排未起到强力的约束功效，这自然只会让
公众惯性地以结果去评价反腐事件的正当性。
如此，也自然有了色诱者被力捧为女侠的奇观。

先有约束的大面积不力，然后才有了部分
人对犯罪者的美化，这正是歌颂赵红霞逻辑的
缘由。乏力会遮蔽掉社会定义正当的眼睛，也
会令我们不自觉地遗忘掉赵红霞事件中其他的
真问题。正若一些媒体所指出的，我们猎奇与
津津乐道于赵红霞与十余官员几乎一拍即合的
香艳故事，但是否去反问过还有多少官员没有
被她成功色诱呢？这或许更有利于窥见溃烂面
的大小。再譬如，人们在“感谢”赵红霞，有没有
反思她本身又是否为受害者呢？新闻中说，赵
红霞15岁就离家去读技校，但毕业后数年间都
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最后经朋友介绍认识已
婚重庆商人肖烨，之后成为他的情人，成为肖烨
等人拍摄官员性爱视频最成功的诱饵。此种自
甘沉沦，与出身农村者向上流动艰难的现状就
全然无关吗？

犯罪者绝不是反腐的英雄，一个需要犯罪
才能反腐的现实，也绝对无法让人产生真正歌
颂的诗情。美化赵红霞大可不必，她只是一个
被利用，与承载了公众太多复杂情绪的社会性
工具。记住一段典型的荒唐，就是记住一段不
能再重来的拍案惊奇。 王 聃

赵红霞是谁？去年11月之前，她还是
无数叫这个普通名字的中国人中的一员；现
在因为原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
赵红霞开始被外界所熟知；伴随更多重庆官
员不雅视频的被曝出，赵红霞开始成为某种
被隐喻的标签。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13日
播出了《追踪人造鱼翅》，调查发现，
假鱼翅确实变少了，但是一些真鱼翅
还在销售，一些高档酒楼里面，鱼翅
的消费也在进行，还有很多食客选择
食用。（1月27日人民网）

说来说去，鱼翅无非是一种食
物。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吃鱼翅相
当于吃鸡爪、吃猪蹄。虽然鱼翅在流
通过程中价格被不断抬高，但是它的
营养价值并没有伴随着卖价的上涨而
增加。吃鱼翅的价值取向明显是：不
吃对的，只吃贵的。

之所以只吃鱼翅的贵，只因鱼翅
不是一般的食物。物以稀为贵，鱼翅
是现实语境中稀缺品中的稀缺品。吃
鱼翅不是生存本身需要，不是为填饱
肚子，它是吃稀罕，吃身价，吃面子，吃
享受。就是说，鱼翅是什么不重要，吃
的是什么亦不重要，重要的是鱼翅这
种东西能体现与稀缺相匹配的吃者的
身份。但从生命伦理上说，所谓的身
份，只能是异化的身份。

与本土苦难文化相对立，奢靡文
化一直影响着部分人对吃的选择。吃
什么，这在舌尖上的本土一直是个问

题。你吃不着，我想吃就吃；你吃不
起，我能当粉丝吃。这就是贫困与富
贵的悬殊，这就是低与高社会身份与
社会地位的差别，个中滋味，只有当事
者才能体验、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鱼翅是食物又不是食物，它的象征与
隐喻，极易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带
向文化想象的层面，带向对人性中幽
暗事物的辨识。

在读图时代，在互联网时代，许多
吃不起鱼翅的人对之也有了解，许多吃
得起鱼翅的人对其营养价值亦较少存
在认知的误区。就是说，鱼翅究竟是什

么，它代表了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
人类有吃鱼翅的嗜好，市场有

对鱼翅的需求，所带来的是平等众
生中鲨鱼的死亡与灭绝的灾难。每
年多达7900万只鲨鱼因为它们长了
鳍而被捕杀，使得它们中的很多种
类都面临种群灭绝的危险。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没有饕餮
就没有鲨鱼种群的灭顶之灾。鲨鱼是
全球巡游的海洋生物，鱼翅产业链条
也涉及全世界各个国家，因此，鲨鱼的
保护是全球联动。不吃鱼翅，这是对
一个文明人基本素质的要求。不吃鱼
翅，一个人丧失不了任何东西，该有的
光鲜都会在，该有的体面都会有，而滥
吃鱼翅，不正视最残忍的杀生害命，甘
当吃货，吃异类生灵，说得难听点，在
以后，这样的人在文明社会里，可以说
连个正常人都算不上。

伊 文

临近岁末，火车票“一票难求”再成焦
点。为什么飞机票没像火车售票那样招来
铺天盖地的批评？

从柴静曝出婚讯以来，网络上关于她的争
执越来越激烈，焦点也从柴静的私生活转向对
其“新闻素养”的讨论。

“内部预留票”到底有没有

发车前 4 天或 1 天常有余票，这一
“秘籍”是真的吗？为什么车站知道，黄牛
知道，唯独乘客不知道？这些信息为什么
不向公众解释、披露呢？该报道再次引发
公众对铁道部“内部预留票”的质疑。

此前，曾有两名北京律师向铁道部
申请公开今年春运期间的可售票总数

等，希望能查明是否有内部预留票情
况。铁道部还没有回应。再加上此
次业内人士对黄牛抢预留票的曝光，
铁路部门应尽快就“内部预留票”给
公众一个说法。

有没有“内部预留票”？如果有，“内
部预留票”是为谁留的？有何依据？未
消化掉的预留票又是如何处理的？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铁路局新
长车务段段长吴向东坦陈“以前通过

内部关系搞票的情况很多”，但表示“现
在基本上不可能了”。可见“内部票”并
非子虚乌有。但只有公开透明，才能让
大家相信“现在不可能了。”

年关将至，在有限的运力与爆发的
人潮间求得平衡并不容易。不过民众
的一些抱怨、质疑，是推动铁路部门改

进工作的契机。
公众的质疑，其实主要是针对车票

的透明度、公开性。譬如，车站到底有
没有“预留票”的问题。尽管车站方面一
再信誓旦旦地表示，没听说有这回事，但
公众总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

“订票一开闸，某次列车总余票数总是远
小于座位总数。”这样的情形，当然应该
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

回家的车票牵系着很多人的心思，
负有公共服务责任的铁路部门，应该更
加细化服务，严肃监管。一方面，要以
彻底的公开填平信息不对称的鸿沟，减
少黄牛与内鬼勾兑、操弄的自由空间；
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完备的制度，约
束内部人的不法之手，不让少数人的滥
权、贪婪败坏整个行业的声誉。印 斌

据报道，售票行业业内人士自
曝，电话或网络订票一开闸，车票瞬
间就会被告知订完了，“其实很多时
候是有预留的余票的”，所以发车前
4天或1天常有余票。很多黄牛都知
晓此事，利用这一“不对称信息”拿
票、倒票。(1月27日《新京报》)

据《成都晚
报》1 月 27 日报
道，近日，微博上
流传的“优卡丹
和好娃娃的小儿
氨酚烷胺颗粒，
已经被充分证明
了对儿童的肝肾
有毒性，1岁内禁
服，6岁内慎服”
消息，引发多数
网友转发并引起
媒体关注。而作
为优卡丹代言人
的宋丹丹25日晚
10 时许发表微
博，称向公众诚
恳道歉，并表示
今后再不代言任
何药品类广告。

宋丹丹代言药品广告道歉

宋丹丹道歉，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毕竟，作为
公众人物，其所言所为，有着潜在的影响力。想必有
很多家长都是因为喜欢宋丹丹，出于对她的信任，才
给孩子服用了优卡丹。现在优卡丹出事了，作为代言
人，宋丹丹有义务出来承担责任，我们也相信她的道
歉是真诚的。

宋丹丹道歉了，但该道歉的绝不是宋丹丹一个人。

尽管她表示：今后无论是否有药检部门的审批资格，“我
都将不会再代言任何药品类广告！”可问题是，宋丹丹道
歉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吗？就算所有明星都像
宋丹丹一样，从此不代言，那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能就此根
治、自动消失吗？谁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最大祸首？
还有谁该为食品药品安全失范问题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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