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奶粉事件改变的不该只是消费观

熊志
2003

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起
全国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关注，如今十
年过去了，“大头娃娃”的名字也逐渐
远去。然而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绝非
只有冰冷的数据，当地民众对于食品
安全的警惕和育儿经的改变已经在
日常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5

月
27

日《潇湘晨报》）

毒奶粉事件的警示意义当然不应
轻易否定。正如新闻所描述的，当地
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儿经
都已发生改变，“去商店买食品主动
索要收据或发票”、“给孩子买进口奶
粉喂养”……实际上，这种改变不限
于当地民众，毒奶粉事件后，整个社
会的消费观以及对食品安全的警惕，提
到空前的高度，不仅人们的育儿经在逐
步告别以往粗放的方式，对奶粉的警惕
也辐射到其他食品领域，消费成为一种
更加理性、审慎的行为。

趋于理性、审慎的消费观，无疑
会对奶粉产业严格自律形成倒逼，也
会对监管者坚强把关责任形成驱动
力，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改变，只是这
种改变是否已经足够深刻

?

这个问题
的答案其实早就埋在了国产奶粉信
任阙如的市场环境中。可以说，毒奶
粉带来的改变，依旧只是一种消费意
义上的变革，而非产业意义的。揆诸
现实， 在国产奶粉套贴外国品牌、违
规添加、 纠缠于行业标准等阴影之
下，人们正在逐步逃离，在选择羊奶
粉、跨境代购等行为中，投出了自己
的信任票。 国产奶粉的信任寒冬，提
示着那场伤害其实并未走远，伤害背
后扭曲的商业价值观以及奶粉监管

链条的罅隙，足以说明奶粉行业并没
有就此得到救赎。

实际上，奶粉行业的问题以及人
们的应对之举，只是代表性的互动模
式之一。现实中，囿于对食品安全草
木皆兵的惶恐，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
法躲避问题食品的例子实在太多：比
如与郊区田农对接， 寻求绿色专供；

或者避而不食；或者自力更生、自给
自足，牛奶有问题就自养奶牛，蔬菜
有问题就在阳台、 房顶自种蔬菜。餐
桌自救成为一种新趋势，人们在对食
品生产的介入中，获得对食品安全的
信任。这种生活方式的重构，本质上
与“大头娃娃”受害者家属那种消费
观的重构如出一辙，它都代表了食品
危机下信任无处安放的焦虑与逃遁。

对问题食品的逃离固然可以形成
行业性的倒逼，不过这种逃离成本未免
过高，而且在一个分工日益紧密的社会
环境下，这种逃避本身不太可能，比如
很多问题食品是源头性污染的产物，自
己养奶牛，不能保证饲料没问题；自己
种蔬菜，不能保证土壤无污染。食品安
全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世外桃源，完全
摆脱工业社会的各种污染或致毒要素。

正因如此，对产业自律以及监管责任的
反向叩问，才显得如此重要，在食品安
全上，人们都没有理由以牺牲自我的改
变来换取一种可能的安全。

不论如何， 被毒奶粉改变的，不
该只有消费观， 也不该只有一个地区
的监管和产业生态。 作为一个轰动全
国的食品安全公共事件， 毒奶粉事件
应该促进行业性的彻底重生。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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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的 力 量

李斌
高尚的信仰，是净化灵魂的甘露，是催

人奋进的动力。

翻开历史，有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对
比：

1924

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号召，要把
革命做成功， 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

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然而
仅仅十几年过去，抗战“前方吃紧”，国民
党要员却在“后方紧吃”，等到抗战胜利，

当年的革命理想， 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
外； 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
府，“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
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
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在极其残
酷的条件下，坚定信仰武装起来的革命队
伍，赢得了千千万万民众舍生忘死的紧密
追随，让“小米加步枪”生发出战胜“飞机
和大炮”的巨大威力。

“对信仰的忠诚是爷爷留下的最大财
富”， 红色情报员钱壮飞的孙子钱泓这样
说。 相比物质财富， 信仰是更可宝贵的财
富，它指引着奋斗的方向，决定着不同的价
值抉择。

信仰富有，才有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
洁白朴素。 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 方志敏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 他却不动丝
毫，清贫如洗；灯红酒绿的和平时期，杨善
洲毕生积蓄只是草帽、砍刀和烟斗，但在后
人看来， 他们留下的岂止是金山银山。“人
生是奉献，不是索取”，“中国航空发动机之
父”吴大观道破天机。

信仰纯洁，方有“只见公仆不见官”的
不懈斗志。 革命时期， 信仰是带头种菜纺
线，与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建设时
期，信仰是身先士卒战风沙斗盐碱，是功高

不改忠贞志、位尊难移公仆心。改革年代，

信仰是锐意创新，不惧毁誉不为财；是青春
励志，用心坚守在基层；是奉献到老，退休
而不褪色。“活着就该多做事”，北川民政局
局长王洪发一语中的。

信仰坚定，方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李大钊信
仰怀胸，“不怕死， 不要钱， 丈夫决不受人
怜”。殷夫视反动派的爵禄为“薄纸糊成的
高帽”，为革命信仰不惜兄弟割袍、舍生取
义。 虽然“抵御诱惑有时比打仗还难”，但
“南京路上好八连”却至今葆守“为人民”、

“拒腐蚀”的英雄本色……

毋庸讳言，在多元多样多变的今天，

利益至上成为一些人的生存哲学， 物质
欲望正在侵蚀着信仰的根基。 一些干部
在市场冲击和利益诱惑下心为物役、贪

污腐化、价值虚无、精神空虚。正因如此，

我们党始终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作为
党的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
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

人一旦有了高尚的信仰， 浮躁的心灵
就有了熨帖，繁忙的工作就有了目标，人生
的奋斗就有了意义。从南湖到塞北，从瑞金
到北京， 从陕北窑洞的兴国之光到实现中
国梦的新征程，“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的信
仰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 是一座抵
御诱惑的精神堡垒， 更是一种护佑我们到
达彼岸的精神力量。坚守信仰，我们将战无
不胜。

（据《人民日报》）

找工作，别总盯着“高富帅”

木须虫

5

月
25

日，“湖北省‘

2013

年
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大型人才
招聘会” 现场不乏湖北知名企
业，但却不复往年求职者人山人
海的盛况。对此，有招聘方认为，

底薪普遍开出两三千元，但应届
生仍嫌少，大学生对自身缺乏清
晰的定位，不愿从低做起。而大
学生们也有一肚子苦水，他们认
为，求职应该和专业对口，不介
意低工资，但看重企业提供的平
台是否有上升空间。 （

5

月
26

日
《楚天金报》）

699

万高校毕业生，数量创历
史新高， 而招聘岗位则与往年相
比有所下降。 在这个被一些人称
为“最难求职季”的特殊时期，武
汉这场招聘会有

300

多家单位提
供

2

万多个岗位， 专业涉及
IT

、医
药、建筑、金融等多个领域，不可
谓不是机遇。 而与企业的热情相
比，一些大学生却热情不高，没有
公积金的不考虑、 经常出差的不

考虑、要加班的不考虑……

招聘与应聘多少有点像相
亲，不仅要相互看感觉，还要择条
件，“恋爱自由”之下，有些挑剔在
所难免。一场招聘中，求职的大学
生与企业到底能够牵手多少，关
键取决于求职大学生与企业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契合度， 即企业所
能提供的条件， 与大学生择业的
理想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这招
聘企业就像现实中相亲的一方，

条件因人而异， 工作环境待遇与
发展前景因行业、 自身实力等限
制， 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譬
如，有的企业没有公积金，但企业
对入职满

3

年的员工给予购房无
息贷款，并提供员工宿舍；

IT

行业
因工作的需要，不可能不出差，等
等。

从招聘方来看， 很多企业实
际上都为了吸引人才开出了力所
能及的条件。如果说，求职者讲求

专业对口， 看重企业平台与上升
空间的话， 那么过于纠结工作环
境与待遇， 显然也会增加求职成
功的难度。更何况，待遇高、环境
好、有空间的职业，大多是理想中
的神话，就好比稀缺的“高富帅”，

少之又少， 即便有也往往充满了
激烈残酷的竞争。

岗位不可能都是“高富帅”，

而找工作更不能总盯着“高富
帅”。 如今的毕业生独生子女居
多， 家庭环境允许他们有更多时
间与条件来挑工作选岗位。 但挑
剔总有限度， 对自身专业的优劣
势、发展前景、就业方向、对口企
业的最低条件等， 必须要有个基
本判断， 进而进行合理的比较选
择，这才是一种理性。如果一味只
盯着“高富帅”，抱着“理想职业”

的模型， 四处碰运气， 放不下架
子，不免会跌入碰壁怪圈，一次次
丢掉宝贵机会。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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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是群众最朴素、最真挚的称谓，而能否
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是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的必考题。

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成效如何，一条
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能否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自己人”是群众最朴素、最真挚的称谓。那些
“一心为民、工作务实、为官清廉”的人，那些“平时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
人，那些“与群众共坐同一条板凳、追逐同一个梦想、

承担同一份责任”的人，都是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群众最朴实，又最智慧。谁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谁同他们站在一起，谁就是他们心中的“自己人”。战
争年代，原准备过年的新四军某部突然奉命开拔。因
为当地穷，老百姓过年才能有点好吃的，如果在老乡
家过年， 群众要把自己都难得吃到的水饺、 白面馒
头、猪羊肉慰劳子弟兵。从腊月二十九算起，部队在
野外露营三天，饥寒交迫。后来群众知道部队为让他
们过好年，寒冬腊月露宿村外，无不感动得流泪。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忘
记用血汗和生命养育了革命、养育了党、养育了子弟
兵的人民，就是忘了中国革命胜利之本；忘记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忘了今天中国
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基。

能否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是新时期密切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一道必考题。对此，很多党员
干部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龚曲此里，把全部生命
献给了民族和睦事业，被人们称为“香格里拉之子”；

沈浩，甘当人民马前卒，被誉为农民的贴心人；退休
干部杨善洲，为民造福鞠躬尽瘁，群众叫他“草帽书
记”……正是因为他们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事当
自己的事，所以群众才把他们当亲人、当“自己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口头报告中指出：“忘记
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
处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
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的更强大；没
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持久。交通越便利，越要防止疏远群众；信息
渠道越多，越要防止漠视民意；通信越发达，越要防止听不到民声。

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尤需党员干部大力弘扬
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站稳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时刻把群众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成为群众心中的“自己人”。

（据《光明日报》）

记 取 铭 训 不 易

张保振

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

所有前辈都盼望自己的后辈更长进。因而，

自古至今，有传财的，有传言的。传财的，不
见得能走远；传言的，不见得能记取。

《左传》昭公七年载，孔子的第七代祖
先正考父是个谦谦君子， 曾连续辅佐三位
国君，是个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虽为三朝
元老，但他在朝廷工作中却毫无霸气，更无
油条味， 而是为人始终谦恭， 处事一直谨
慎。其中的缘由，不得而知。但也许正是这
种低调的姿态，不仅赢得了人心，而且成就
了事业。

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 他曾在家
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

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餤于是，

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
命、职位提升时，都要越来越谨慎，越来越
恭敬，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
路都要靠着墙边走。这样做，不会受到别人
的轻视，更不会受到别人的侮辱。生活中，

只要用这只鼎煮粥糊口，也就可以了。

如此的铭训，字字力重，句句理深，作
为后辈人，当铭记在心。但他的儿子孔父嘉
却没有记取这个铭训，而是做事张扬，处事
高调，且热衷权谋，并身陷其中，最后，落了
个和宋殇公一起被华父督所杀的下场。这，

不能不让人感叹：记取铭训不易。

记取铭训不易，往往在于时过境迁，日
子好过，自己听到的奉承话多，遇到的顺意
事众，再加之心中的欲望出了“笼”，就会心
气比天高，行为无约束，甚至视铭训为“过
时”，或者，视铭训为“门面”，只让人听，只
给人看，而不是使铭训在心尖上跳动，在脚
尖上舞动， 因而也就很难使铭训之功德光
大，或者让铭训之鉴戒发力了。

记取铭训不易，这一现象告诫人们，铭
训，虽“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但“书
之”的铭，会搁之；“刻之”的训，会忘之。因
而，有了铭训，并非就有了行动，就可以万
事大吉，而是需要常读之，深思之，力践之。

记取铭训不易，促人动脑三思：自己有
无铭训？自己有无记取铭训？自己有无发扬
铭训？

无疑，人生在世，皆有铭训。只不过，有
的显，是“书之刻之”；有的潜，是言之语之。对
于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铭训是：时时不忘群
众，刻刻为了群众。这样的铭训，不仅显之于
党章， 更显之于党的领袖们的诸多篇章。对
此，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生动比喻，称人民群众
是“土地”，共产党人是“种子”。“种子”要发芽、

吐穗、结实，一刻也脱离不了“土地”。这不仅
是道理， 更是事实。 正因为共产党人这粒粒
“种子”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这一广袤肥沃的
土地中，才使大江南北，“蜂蝶去纷纷”；大河
上下，“香风隔岸闻”，不仅香了中国、红了中
国，而且富了中国、强了中国。

毋庸讳言，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的群
众路线这样的铭训， 并非个个党员干部都
能铭记在心、身体力行。也有在生活中淡忘
的，更有在实践中弃失的，在他们看来，和

平时期、顺利之时、繁荣之际，群众显得并
不那么重要，甚至，只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因而，决策很少听“民声”，做事极少
看“民脸”，一事当前，不是先问群众是否欢
迎、 拥护与高兴， 而是只问自己是否脸有
光、身变香、职向上。这，不仅让人见之可
厌，而且让人思之可怕。

如果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记取铭训
不易，那么，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来说，记取铭训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

不间断地在党内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这
种教育实践活动，在革命时期，有延安整
风；在建设时期，有大兴调研年；在改革
时期， 有先进性教育和在下半年即将开
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种种教育实
践活动，让每一位党员干部到群众中“洗
洗澡，治治病”，无疑能使党的铭训永记
于心，党的事业永葆青春。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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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名学生“营养餐”食物
中毒；广西都安

400

余名小学生喝“营养
餐”牛奶腹泻；云南富源某小学给学生供
应发霉面包做营养餐……短短一个月
内，多地接连曝出学生“营养餐”食物变
质、中毒事件。接连曝光的“问题餐”引发
公众广泛关注和质疑

:

一边是食物变质，

另一方面是营养缩水，“营养餐” 究竟营
养了谁？（

5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

“营养餐”究竟营养了谁
?

这个问题
我们貌似问得很不耐烦了。

2011

年
10

月， 我国启动了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在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 中央财政按
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试点范围包括
680

个县
(

市
)

、约
2600

万在
校生。 初步测算， 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
160

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国家营养
改善补贴计划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专项
资金必须保证每一分都用到孩子身上。

但由于被挤占挪用， 一些地方营养餐变
得“廉价低质”。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前不久在全国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3

年春
季视频调度会上说得掷地有声：“任何人
都不能打孩子的主意， 要让那些从孩子
嘴里抢食的人身败名裂”———放出此言
的背景，其实大家都懂的，学生“营养餐”

变质、中毒事件屡屡被曝光，中央财政按
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提供营养膳食的
补助款，经常被质疑，成了一些人嘴里的
“唐僧肉”。

从孩子嘴里抢食，“营养餐” 怎能不
“中毒”？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落实过程
中的“变味”、“变馊”，真的是我们极不愿
看见的现实。 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如今最
严重的一个民生问题，“食以安为先”，国
家财政投入那么多专项资金来改善学生
的营养， 可在国家专项补助资金屡次成
为“唐僧肉”的现实语境里，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那

100

多亿的财政专项资金，会成
为一块多肥的“唐僧肉”？着实令人焦虑
担忧。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和手
段，我们凭什么相信，每生每天补

3

元都
能专款专用、 一文不少地用在孩子的身
上？究竟有多少财政专项资金会被渔利、

分享？会从孩子嘴里被人抢走？至于那些
营养餐的质量、营养究竟如何？恐怕也是
家长们担忧的大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得很令人欣慰，“任何人都不能打孩子的
主意，要让那些从孩子嘴里抢食的人身败名裂”。可是，从孩子嘴里
抢食的人，真的会身败名裂吗？在问责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应付敷衍
手段，要让打孩子主意的不法分子身败名裂，恐怕理想很美好，现
实很残酷。再说了，要让那些从孩子嘴里抢食的人身败名裂，也不
仅仅是教育部一家的事情，牵涉到纪委、公检法等诸多部门，如果
在打击“抢食”上形不成合力，那震慑效果还是有限的。

当务之急，是学校在采购中实行阳光采购，公开产品的价格、

货源等，大力创造条件接受家长和公众的监督；而对胆敢打营养改
善计划专项补助的不法分子要在党纪政纪、司法执行上予以严惩，

而不是出了问题“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让完善的执行力迫使那些
人不敢打孩子的主意，不敢从孩子嘴里抢食。

（据《法制日报》）

当厉行节约遇到“特殊原因”……

李千帆
北京市有关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了《

2013

年北京市市级部门厉
行勤俭节约加强预算管理的实施
意见》，本着“厉行节约、强化管
理、制度约束”的原则，市级部门
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年
度执行中无特殊原因不予追加预
算。（

5

月
26

日《北京日报》）

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
令”实施以来，各地在落地执行上
措施频出。通览相关规定，也不难
看出当地节约增效的初衷和美丽
愿景。例如根据《意见》，市级部门
将压缩

2013

年年初批复各部门预
算中的公务接待费

20%

，年度预算
实际执行规模在上年基础上同比
压缩。 在公费出国事项上不但力
度大而且有创新， 压缩

2013

年年
初批复部门预算中的因公出国
（境）经费

10%

，省出来的钱安排用
于审定的教学、科研、文体交流等

重点领域的新增出国事项。 拆掉
“三公”补科研，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

但是，关于此规定，笔者的担
忧在于所谓的“特殊原因”，担心
看似管理上的人性化会在实际操
作中异化为“后门”。一个部门特
殊， 个个部门特殊； 一笔经费特
殊，笔笔经费特殊。这样一来，规
章制度的权威性， 便有可能被消
解，打算好的“紧日子”，便有可能
又过回了“阔日子”。

规制不动真格， 执行必然走
样，诸如此类的案例处处可见，教
训也不得不吸取。前段时间，有媒
体报道“四菜一汤”在有的地方已
经成为“笑谈”，一是数量不变而
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海参、鱼
翅、鲍鱼，极尽奢华；二是玩“大盘
套小盘”的游戏，小盘子装的都是
不同的菜；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

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
之后撤掉再换一轮， 反正最终保
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 一个
汤。之所以严重走样，除了一些地
方干部大吃大喝的主观因素外，

主要在于这一制度刚性不强、落
实不力。

对久治不愈的“吃喝病”，

就应该和管住讨要的“权力手”

一样，明令禁止，令行则止。不
是不允许“特殊原因”的存在，

但是要明文规定什么样的原因
算“特殊”，如果遇到特殊，该启
动什么样的流程修改预算，预
算追加的额度是多少， 监督和
审计又该怎样追上“特殊原因”

的衍生步伐？都需要通盘考量，

细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
“特殊原因”成为另一种形式的
“四菜一汤”。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