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水有毒”,化妆品咋再陷“致癌门”

吴应海
继“二恶烷”事件之后，化妆

品行业再度陷入“致癌门”。北京
市疾病控制中心去年做的一份调
查报告近日被媒体首度曝光，报
告显示，有

9

成香水被抽检出含有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可能导
致细胞突变甚至致癌， 但我国对
此物质却无含量限定标准

(10

月
16

日《广州日报》

)

。

面对这则新闻， 笔者禁不住
心生三问

:

一问“香水有毒”为什么不及
时公布， 而是拖了一年多才以论
文形式变相发布

?

相关部门为什
么要置消费者的健康于不顾，沉
默不语

?

这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
吗
?

二问到底是哪些化妆品上了
“致癌榜”

?

新闻说，有
12

种香水被
检出了“邻苯二甲酸酯”，检出率
达

92.3%

， 护肤类与洗涤护发类
化妆品的检出率则分别为

47.1%

和
30%

。 看来， 不仅是香水有毒
了，相当一部分的化妆品都有毒。

那到底是哪些化妆品上了“致癌
榜”呢

?

为什么要捂而不宣呢
?

三问监管疏漏为什么迟迟不
修补

?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在人
体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

可使男子精液量和精子数量减
少，严重的会导致睾丸癌，同时，

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 是国
际上重点监控的内分泌干扰激
素， 可我国对其含量却没有限定
标准。 既然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是国际重点监控的“危险品”，国
家标准为什么长期对其熟视无睹
呢
?

面对这些疑问， 笔者思来想
去，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
重要因素是，虽然“香水有毒”，可
现在还没有毒死人， 所以大家才
不慌不忙，能拖则拖，能捂则捂。

试想，若香水已经毒死了人，或即
将毒死人， 消费者正四处奔走维
权，闹得满城风雨，舆论矛头直指
监管失职， 那相关职能部门还能
沉得住气吗

?

在我国，对于产品质量问题，

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那就是
如果不闹腾出大事， 监管部门就
很少会如临大敌， 迅速出手。从
“大头娃娃”事件到“三聚氰胺”事
件，莫不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恐怕只能希望香水早日毒死
人了。

真是岂有此理
!

（据《检察日报》）

药品“降价死”拷问协调力

罗瑞明
新闻背景：黑龙江

9

月
15

日开始
执行“药品限价令”。然而“限价令”

上的一些便宜药品， 却在医院和药
店消失了。据报道，每次“限价令”颁
布后，都有

80%

的限价药消失。

对于药品， 监管的部门不少。

物价、卫生、药监等，都有不同职
责。但物价部门管定价，不管定价

之后药品是否消失；卫生部门管医
院，但医院也有选药自主权；药监
部门管质量， 不管药店卖哪种药。

多头监管之下， 如果分工不科学、

不细致， 就容易出现谁也不管的
“真空地带”，难免让一些企业有空
子可钻。 药价越调越涨的怪圈，难
以终了。

药物“降价死”，拷问着有关监
管职能部门的组织力、 协调力、执
行力。如果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
段”， 或是有利益就上， 没利益就
让；或是分工不明确、机制不健全，

就难免陷入发文件、下禁令却无效
果的老路子。相关部门应该联手往
一个地方用劲，变产、供、销多头管
理为集中管理，制定防止商家对降
价药物“玩失踪”的对策，督察药店
对限价药的正常供应。这是职责所
系，更是民生所在。

（据《人民日报》）

笑话！美国调查中国清洁能源

一吟
中美贸易争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又传出美

国启动对华清洁能源政策措施
301

调查。（新华社
10

月
17

日电）对此，中国国家商务部表示，这是美国发起贸
易保护主义的错误信号，中方表示遗憾，并将依据世
贸组织规则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美出台对华贸易诉讼不少。但出台对华清洁能源
政策调查一事却令人哭笑不得。据悉，美国这个举动
是今年

9

月
19

日，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贸易代表
办公室提出的，称中国为支持本国清洁能源部门而采
取的补贴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假若仅以补贴能源而言，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
美国补得多。据悉，时下美国包括清洁能源在内补
贴项目，高达

2300

多项。笔者点击美国能源部网站，

立马跃出一大批补贴能源的信息。比如，美国能源
部

2009

年
9

月
1

日表示，预计将有
5000

个可再生能源
项目在税收抵免措施结束后获得政府现金补贴。美
能源部平均每周处理

1.25

亿美元申请， 这一速度意
味着补贴数额，将很快超过国会预计的

30

亿美元计
划。美国

2009

年公布复苏再投资法案，对美国的可
再生能源，能源效益、智能电网都进行补贴，其中补
贴给可再生能源的是

252

亿美金。 美国的能效和可
再生能源部门，

2010

年
8

月
16

日作出有效期为
6

个月
的临时规定，要求获得资助的太阳能项目，必须使
用美国产的晶片。而在今年

1

月
8

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宣布，对绿色能源制造业提供

23

亿美元的税款优
惠开支。 既然美国对清洁能源实施大补贴政策在
先，为何包括中国在内国家也照样补贴一下，为何
不行？假若只许美国补贴清洁能源，不许他国借鉴，

岂不是应验中国那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

至于说到了中国对美清洁能源交易数字更能说
明问题。截至目前，中国仅向美国出口了三台风机，而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2005

年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
8

万千
瓦，

2009

年，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风机达
34

万千瓦，增加了四倍。五年累计出口
113

万千瓦。在
中美能源交易问题上， 明明是美国占了大头占了便
宜，反而对中国倒打一耙，令人不可思议。

清洁能源需要补贴，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人们
知道，美国一直在极力推动气候减排。而倡导清洁
能源则是最有效的措施。中国作为责任大国，在哥
本哈根会议上郑重承诺在

2010

年前完成十一五减
排任务。 而重要举措是之一则是推进生物质能、水
能发电、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及核能发电。中国
清洁能源发展了，既保证了中国减排的成功，也大
大支持了全球减排，这本身是一件大好事。美国调
查中国发展清洁能源一事给了公众一个十分混乱
的信息：一方面美国对世界各国指手画脚，批评各
国减排速度慢，一方面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
家发展清洁能源进行调查干预，那么美国究竟赞同
什么？反对什么？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
产业是一劳永逸永远定格在一个水准上，永远当老大
的。世界在进步，谁改革得早，谁技术掌握快，谁就会
捷足先登。假若对别国的先进探索横着看不顺眼竖着
看不顺心，那么，就会冒出笑话。

（据《中国青年报》）

市民该信谁

在合肥市一家论坛网站上，一位
网友发的一张帖子，是合肥市政府网
政民直通车的一个网页的截图，上面
显示，一位市民咨询“能否早些公布
中秋的放假时间”， 合肥市教育局给
出了回复：“请百度以下。”———“一
下”打成“以下”，才

5

个字的回复，还错
一个字，被网友称为最雷人的回复。

陈然
/

图文

画里有话

选择性“物价接轨论”糊弄不了人

杨成
在某些人眼中，公众是“九牛”，拔“一

毛”不足惧。但你也拔他也拔，“牛毛”终有拔
光的一天。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以他国
收入论自己支出，恐怕有失客观。

最近，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公开征求
意见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据《中
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

92.2%

的人对此表示
关注，

90.4%

的人希望公开意见征求结果，采
纳与否都作出说明。

活在当下，真不容易。房价、教育、医
疗“老三篇”的价格未降一毫，粮价、油价、

菜价、电价……又芝麻开花。在高物价的
不断电击下，公众早就告别了“恐高症”，

经济学家也适时提出调高通胀警戒线，替
政府“分忧”。在此情形下，仍有超九成公
众还关心电价，实在非比寻常，盖因兹事
体大。

哪怕涨价的理由再多、再堂皇，都基于
电价偏低这一顽固观点（有关部门去年

11

月
曾表示“居民电价严重偏低”）。事实如何？某
些人不是总把“国际接轨” 挂在嘴边吗？于
是，有人将电价与国际接了一回“轨”。统计
显示，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

1000

度的电能
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

6.79%

， 目前中
国这一数字是

30.68%

，也就是说，相对中国
的平均工资而言，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国
家的

4.52

倍。

就事论事， 我们很容易被数字说服，被
冠冕堂皇的“接轨论”击倒，可一旦与收入相
提并论，便若醍醐灌顶。同样的数据，换一个
角度审酌，换一种方法比对，结果竟然判若
云泥。灯不挑不亮，理不辩不明。这一比下
来，再多的涨价理由在公众眼中似乎都变得
苍白、懦软，难以自圆。有人说，幸福因比较

而生。其实，痛苦又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决策者之所以在公共决策时只执
一端不及其余，强调“国际接轨”时只拣对自
己有利的数据说话，而对其他比对参数视而
不见，如果不是因为常识不足，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或被利益集团俘获，以至屁股决定
立场，为利益集团牟利背书，那便是对公众
痛感的感应迟钝，过高估计了公众的承受能
力———在某些官员眼中，公众是“九牛”，拔
“一毛”不足惧。但他们没想到，你也拔他也
拔，哪怕是“九牛”之“毛”，终归有被拔光的
一天———这并非诛心之论，似曾相识的说辞
一再灌耳，从房价、医疗、水价、油价气价到
税负，莫不如此。

我国的房价高不高？ 有官员表示不高，

理由是，东京的银座最高时
50

万美元一平方
米。特例说明不了什么，公众能看到的是，去

年
12

月纽约房价最高的曼哈顿区的中间价
格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2.75

万元， 而国内一
些大城市的房价已接近甚至超过这个数字。

再考虑
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仅
3000

美元而
发达国家已达数万美元的事实，我国的房价
高不高还用得着争论吗？

我国的宏观税负高不高？专家说，我国
宏观税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宏观税负
实际偏低。税务官员表示：中国宏观税负还
有提升空间。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取我所需、

为我所用之案例，以数字论“宏观税负”有什
么意义？“宏观税负”会把国人在“费”上的巨
大支出统计进来吗？会把税的使用———公民
享受到的福利考虑进来吗？

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不同国家，不
同发展阶段，未必具有可比性，以他人收入
论自己支出恐怕也有失客观。 既然如此，要
么不比，关起门来论民生，一心一意谋发展，

制定公共决策时，深切公众痛感，尽可能减
轻公众负担，提高公众幸福感。要比，就要客
观、全面、科学地比，比优势也比不足，比支
出更比收入，这样比出的结论才不至于离事
实太远。

（据《广州日报》）

请看一则新闻是怎样误导公众的

吴闻
这两天

,

一则题为《文化部称
“偷菜”游戏或被取消》的新闻引起
人们的热议，很多网友和时评人因
此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文化部，并从
各个角度论述网上“偷菜”只是一
种娱乐

,

虚拟“偷菜”与现实偷菜并
无必然联系，主管部门不应干涉。

实际上
,

细读新闻源头便会发
现
,

这次文化部其实挺冤的，无辜成
了批评的靶子。《文化部称“偷菜”游
戏或被取消》 这则新闻是这样“出
笼”的

:

甘肃天水一妇女喜欢上网“偷
菜”，而且因上演现实版偷菜闹剧被
拘留罚款。就此，《西部商报》连续刊
发大规模报道， 且该报记者致电文
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

,

就网上
“偷菜”游戏是否纳入监管等问题进
行采访

;11

月
12

日， 该报刊发相关采
访内容

,

大标题为《“偷菜”游戏可能
要改良》，文中的一个小标题为“文
化部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而各
大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时

,

则直接将这
个小标题改作了大标题。

那么
,

文化部是否表示过“偷
菜”游戏或被取消呢

?

实际情况是
:

《西部商报》 记者致电文化部文化
市场司执法监督处

,

接电话的是一
位姓李的值班人员

,

这位值班人员
先是说“文化部目前还没有就此事
开会专题研究”， 接着称他们将把
该报意见上报给具体主管部门

,

并
表示“有可能对此类游戏的‘偷菜’

功能逐步取消，也可能对这类网络
游戏进行改良”———《文化部称“偷
菜”游戏或被取消》由此而来。

一个有姓无名的值班人员，而
且是文化部下属部门的值班人员，

他的话能不能代表文化部？显然，他
说“偷菜”游戏有可能被逐步取消

,

并
不代表文化部也是这个态度

,

甚至也
不代表文化市场司或执法监督处有
这个意思。无疑

,

《文化部称“偷菜”游
戏或被取消》有“标题党”之嫌

,

正是
这种“标题党”炒作，让一件没影子
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大新闻。

类似的“新闻案例”并不少见，

作为网络新闻编辑，我经常能碰到
这种事情， 不妨再举一个典型案
例。 今年

5

月
23

日， 有媒体报道说
“发改委称三年内不收房产税”，乍
一看，国家发改委都表态了，可谓
给老百姓吃了颗“定心丸”。但细读
相关报道可知，表态“三年内不收
房产税”的，原来是国家发改委产
业研究所所长助理黄汉权。黄汉权
是所长助理，只是国家发改委所属
智囊机构的专家，而不是名副其实
的国家发改委官员，他的表态不能
代表国家发改委。果然

,5

月
24

日，国
家发改委便对此予以辟谣

,

说发改
委从没表示“三年内不收房产税”。

一些媒体在报道和转载新闻
时，越来越喜欢“标题党”

,

无非是
想让新闻更具权威、 更吸引眼球，

但是，“标题党” 往往歪曲事实
,

误
导公众

,

实为新闻报道之大忌。而
一些时评人在评论新闻之前，阅读
新闻不仔细，望文生意

,

甚至自以
为是， 当然也是新闻评论之大忌。

这两个方面的“通病”，在这则有关
“偷菜”新闻的炮制、传播与评议过
程中均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愿我们
都能引以为戒。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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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率近50%：

让中国尴尬的“世界第一”

据《南方日报》

10

月
14

日报道，

这是一个让中国尴尬的“世界第
一”

:

剖宫产
(

剖腹产
)

率接近
50%

！

这意味着，中国有一半产妇不是自
然分娩，而要“忍痛挨一刀”。随之

带来的， 不仅是相对高昂的手术
费
,

还有孩子日后可能面临的智力
和健康受损。

这种剖宫产率“畸高”已引起
世界关注。今年年初，世界卫生组
织在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发布
报告说， 在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5

月，中国剖宫产率高达
46.2%,

是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上限的

3

倍以上。

降不下的剖宫产率
,

已经不是
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了。有人批判
医院， 认为他们贪图经济利益，刻
意诱导产妇， 拉高了剖宫产率；但
医院则喊冤： 很多孕妇要“挑日
子”

,

而且剖宫产比自然分娩快捷、

方便、安全，为何不做？

唐春成
/

图文

大义灭亲减刑被批荒唐

日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
过《〈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

试
行
)

〉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为鼓励
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被告人亲
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
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
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
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

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
20%

以
下”。 钱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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