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蒙牛没记性，消费者要长记性

本报评论员 崔滨

中国乳业又出事了，而
且犯错的又是蒙牛。国家质
检总局24日公布的一次质量
抽查结果显示，蒙牛眉山分
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纯牛奶产
品中，具有致癌性的黄曲霉
毒素M1严重超标。

对于这一重大食品安全
问题，蒙牛集团在事发24小
时之内连发两条声明：一向

消费者表示郑重道歉，二声
称仅有少量产品不合格，“撇
清”其他产品质量问题。连年
陷入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危
机的蒙牛，面对危机公关时的
处理堪称老练。让蒙牛集团自
以为道个歉就能渡过危机的，
或许正是广大消费者对乳品
安全问题的“不长记性”。

除了此次爆发的“致癌
门”，作为中国乳制品行业的
龙头企业，蒙牛自2008年的“三
聚氰胺事件”以来几乎年年深
陷质量困境：先有2009年特仑
苏被怀疑添加OMP(造骨牛奶

蛋白)致癌物质，后有2010年
陕西小学生饮用蒙牛核桃奶
集体中毒。然而，这样一家质
量安全问题频出的企业，仅仅
凭借几次听上去好像痛改前
非的致歉，就能够在历次风波
中屹立不倒，并牢牢占据市
场龙头地位，似乎也印证了
消费者近乎无底线的宽容。

由于中国的消费市场过
于庞大，即便如牛奶这样密
切关系千家万户的食品一旦
出现安全问题，也往往只是
影响局部地区和人群，而“事
不关己”的侥幸心理，又让不

少事故影响范围之外的消费
者自我安慰：“反正这次我没
买到问题牛奶，企业也道了
歉，也许以后就好了。”

消费者的不以为意，也
变相助长了蒙牛的“不长记
性”，因为连威胁人身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质量事故都只需
要道个歉就能过关，很难相
信蒙牛能够在致歉之后痛定
思痛，下决心狠抓产品质量，
彻底杜绝安全事故隐患。这次
的事故也证明，连黄曲霉素这
种乳制品质量检测中最为常
规的项目蒙牛都疏于管理，

不仅造成产品质量严重不合
格，而且在事件发生后也没有
主动召回，直到质监部门抽查
才“东窗事发”。

健康一旦受损很难恢复
如初，生命更是只有一次，对
于食品企业来说，质量安全
是不能碰触的“高压线”，一
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企业
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是消费
者的一致远离和市场的无情
抛弃。对于一再让消费者失
望的乳制品行业，监管部门
此次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已
经显示出了足够监督的力

度。与此相比，作为企业的
“上帝”，广大消费者也应该
摆脱“不长记性”的弱点，面
对那些忽视产品质量、不讲
市场道德的企业，即便自己
之前没有受到影响，也要尽
可能远离其产品，以“用脚投
票”的实际行动惩罚企业对
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漠视，督
促企业尽快整改，扭转市场
信心。

中国的消费者已经给了
乳制品行业中某些企业足够
的耐心和宽容，现在是该严
厉起来的时候了。

面对那些忽视产品质量、不讲市场道德的企业，即便自己之前没有受到影响，也要尽可能远离其产品，以“用脚投票””的实

际行动惩罚企业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漠视，督促企业尽快整改，扭转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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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上午，中牟县对优
秀务工农民进行表彰，值得
一提的是，按照常规，报告厅
上方悬挂的条幅本应是“全
县第二届优秀农民工表彰大
会”，而中牟县为了消除歧
视，让外出务工农民更有尊
严，经过一番研究讨论，把其
中的“农民工”三个字换成了

“新型合同工人”。(12月26日
《郑州日报》)

犹记得，去年重庆两会
期间，时任代市长的黄奇帆

在谈到“农民工”的称呼时
说，这个叫法只是暂时的。“农
民工进城了，就应该是城市居
民了，以后在重庆就没有‘农
民工’这个词语了。”

“农民工”称谓更改的意
义，大家心知肚明，这种带有
身份歧视和地域烙印的称呼
被淘汰亦是必然——— 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用

“市民”、“居民”或“新型合同
工”取代“农民工”已经在一
些地方逐步实现。

其实，取消“农民工”的
称谓很简单，大到政府宣传
部门的一纸禁令，小到某位
领导的一句话，都可以收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的本

质在于，不是“农民工”这个
称谓造成了由农村而来的产
业工人的现状，而是由其处
境艰难的现状赋予了“农民
工”三个字低下和卑微的含
义。即便包括“农民工”这个
称谓的发明，也具有先天歧
视因素在里面，社会整体导
向偏移，使“农民工”受到了
普遍性的不公平待遇，于是
在福利、劳保、就医、教育、养
老等各个方面，“农民工”就
顺理成章地得不到倾斜，甚
至成为“挤占城市有限资源”
的“罪魁祸首”，要知道，城市
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极大
部分有“农民工”的剩余价
值。对农民工最大的不公，莫

过于一方面剥夺了应有的财
富分配，更为重要的是，给其
贴了某种羞辱性的身份标
签。

农民工不过一称谓，问
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歧视。如
果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一样有
尊严，能平等地享受一个城
市居民应有的权利，那叫什
么还有那么重要吗？一个称
呼本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如果一个农民工具有了城市
工或白领的称呼，但却没有
相应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作保
障，徒有其表的称呼又有什
么实际意义呢？从现实来讲，
加大对农民工的关心爱护，
还农民工应有的尊严，远远

比改叫什么称谓更加重要。
我们可以试想，假若有一天，
农民工的地位跟公务员、富
翁一样受人尊敬，到那时，不
再是偏见与傲慢，而是向往
与崇拜。

中牟县不但将农民工改
称“新型合同工人”，对优秀
者施以重奖，还出台和健全
了多项激励制度，说明其已
意识到“农民工”这个称谓对
农民工的伤害，对农民工这
个特殊群体有了新的认识，
既有形式进步，又有实质进
步，值得称赞。但愿这种步子
走得更快一点，使农民工早
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公民应
有的尊严。

年底正是民间借贷资
金和银行贷款的回收高峰，
也是工人工资、奖金发放以
及供应商清款的高峰。目前
资金形势严峻，如果不积极
采取应对措施，年关之前可
能形成一轮更严重的中小
企业危机。

——— 北京大学金融与
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黄篙说。

今年全球安全领域发
生的诸多不稳定源自于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一
国国内的经济危机正在转化
为该国的社会危机，有的更
是引起了地区安全危机。

——— 中国国防大学战
略研究所原所长潘振强少
将说。

当我们的孩子不是为
了身份而努力，而是喜欢什
么就学什么；当成年人不会
为身份、级别去取得社会认
可，而是做什么都有尊严；当
公共服务是由具有直接利益
的人，而不是具有身份的人
来治理，国家才真正可能进
入发达国家行列，对每个人
来讲，也真正得到全身心的
发展，而不是为了无谓的身
份浪费自己七八成的精力。

——— 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毛寿龙说。

实名制除了有益于购
票公平外,也能降低维护火
车秩序的执法成本,相应地
让违法成本上升。实名制是
好事 ,但也要把好事办好。
在落实民心工程的同时,要
创建好服务型政府和部门。

——— 中国政法大学政
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李
驰说。

>>声音

“新型合同工”不过是“农民工”的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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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人免费体检”

让我高兴

编辑：
你好！
看了12月26日的《齐鲁晚

报》，得知“我省将为贫困老
人购买养老服务”，我高兴极
了。我是一名正值中年的农
民工，我这个年龄，上有老，
下有小，家庭负担非常重，特
别是老人因为以前操劳过
度，如今是大病没有，小病不
断。平常的小病，我勉强可以
应付，但就怕有一天老人患
上什么大病，到时我怕自己

无法应对。
如今有好消息了，因为

通过《齐鲁晚报》我知道了，
从2012年1月1日起，政府将每
年免费对65周岁以上的老人
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及健康咨
询指导。这样，老人如果有什
么疾病的征兆，就可以及时
发现、及时治疗了，花费也不
会很多，这也就相当于减轻
了我身上的负担。希望这样
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越来
越实惠。

读者：房茂伦

让口水仗止于法律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2月26

日的评论《别让“达芬奇事
件”成为“烂尾工程”》，比较
赞同作者的观点，事件的核
心确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达
芬奇”有没有造假。但是如何
做出有说服力的判断？仅靠
微博上的口水仗，恐怕是做
不到的。这就需要法律更给
力。“达芬奇”满腹委屈要上
诉，上海工商局表现淡定，愿
意依法应诉。我们期待达芬
奇和上海工商局，在法庭上
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错，
相信我们的法律，会作出公

正的判决的。这个判决不仅
关系着当事双方的声誉，更
关系着消费者的利益。所以，
盼望打口水仗的双方尽早进
入法律程序。

读者：何明

是不是在演“书呆子”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2月24日报

道了“杨一民狱中写下忏悔
书”，我不知道这是“鳄鱼的
眼泪”，还是真心悔过。

杨一民以前在群众眼中
算是知识型官员，论知识储

备是响当当的博导，论行政
职务已是副厅级干部，如果
说连行贿受贿属于违法行为
都不清楚，我很难相信。动辄
收人钱财几万元，真的都以
为是简单的人情往来吗？他
现在努力扮演一个“书呆子”
的形象，显然别有所图。贪官
每到法庭多有泪水和忏悔
书，只是这样的镜头看多了，
我不禁要冷笑一声：早知如
此，何必当初。

读者：伍华

>>个论

如果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一样有尊严，能平等地享受一个城市居民应有的权利，那叫什么
还有那么重要吗？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