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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解救黑熊不能只盯着归真堂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以“活熊取胆”见长的归
真堂，因为谋求创业板上市，
在民间遭遇了强烈的反对。
有动物保护组织致信证监
会，反对归真堂上市，并得到
了一些社会名人的支持。

在动物保护者看来，“活
熊取胆”太残忍，属于虐待动
物的行为，而归真堂则辩解
称，他们采用了无痛取胆技
术。双方唇枪舌剑几个来回，
似乎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为
了让公众“眼见为实”，归真
堂于2月18日在网上发出邀
请函，希望媒体记者、意见领
袖等各方人士参观养熊基
地。面对归真堂的危机公关，
有人斥之为作秀，有人表示

乐意前往一探究竟。
姑且不论被参观的是不

是“样板熊”，也不论被引流
胆汁的黑熊舒服与否，仅仅
指望两天的参观平息一场争
论恐怕是不可能的。这场围
绕“活熊取胆”的讨论，看似
很关注黑熊的感受，其实还
是因为人的不同主观感受而
引发的。如何对待黑熊，不同
人群依据各自所认同的伦理
标准，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坚
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
人类应该“爱屋及乌”，像爱
自己一样去爱动物，不能为
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去虐待和
杀戮动物。不要说“活熊取
胆”，即便是拿小白鼠做实验
都有人反对，而大多数人还
是在以各种方式利用动物资

源，他们要吃肉，还要穿皮
鞋、皮衣。争论其实由来已
久，只不过谁也没有取得过
压倒性的胜利。如今社会上
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为了生
态环境必须保护野生动物，
尤其要珍惜濒危物种；如果
利用野生动物，要减轻其痛
苦，尽可能地寻找替代品；即
便宰杀家禽家畜，也不要虐
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我们对动物福利给予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进步
体现在各个方面，却不是一
蹴而就的。成熟的文明是各
种观念合力的结果，需要不
断地积淀。由归真堂谋求上
市引发的多方争论，不失为
一次推动社会文明、加强动
物保护意识的好机会。双方

既需要理性的博弈，也需要
在博弈中寻求妥协。

就目前环境而言，归真
堂的企业生产不存在法律问
题，养熊有林业部门发的批
文，生产熊胆粉有卫生部门
发的药准字号，它所遭遇的
只是公众对动物不断提升的
爱心。要解救被“活熊取胆”的
黑熊，只针对归真堂发起围攻
并不是最佳手段，因为归真堂
最有力的“援军”还潜伏在市
场上。归真堂之所以要上市
筹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熊
胆制品市场上有庞大的消费
群体。正所谓“有买卖才有杀
戮”，只要有人不惜重金去吃
一碗鱼翅，就一定会有鲨鱼
被猎杀。只要有人认为熊胆
的价值无法取代，即便归真

堂洗手不干了，也会有其他
人圈养黑熊，甚至采用更原
始、更落后的技术取胆。归真
堂因为发展迅猛成为舆论的
火力集中点，而动物保护主
义者不能因此全凭感情用
事。我们应该相信，社会文明
在进步，消费观念在转变。就
在几年前，我们的字典在解释
一些野生动物时，还有“肉可
食，皮可制革”的字句，现在不
也被社会共识抛弃了吗？

如果将来的市场根本就
不认可熊胆制品，和黑熊无
冤无仇的归真堂，肯定不会
去做赔本买卖，即便强行上
市也会遭遇无人理睬的“熊
市”。只要坚信这一点，不妨
用更乐观更长远的眼光看待
这场争论。

封二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媒体称锰超标，苏泊尔
说符合标准；工商局将其查
封下架，苏泊尔坚持无碍健
康，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关
于苏泊尔不锈钢锅具究竟合
格与否的争论，像极了“狼
来了”故事的现代版重演：

央视《焦点访谈》日前
报道，哈尔滨市工商部门经
检测，认定知名品牌苏泊尔
81个规格的不锈钢炊具为不
合格产品，原因为锰含量大
大超标。

作为回应，苏泊尔发布
澄清公告称，目前我国尚未
对不锈钢餐具中的锰析出
量做出相关规定，该品牌炊
具符合欧盟餐具标准。

事实上，眼下的这一幕
“狼来了没有”的混乱，完全
是去年12月苏泊尔“锰超标
门”的重现。彼时，同样是哈尔
滨市工商局认定苏泊尔3种
型号的不锈钢餐具锰含量
不符合相关卫生标准，但去
年12月21日新颁布的不锈钢
制品国标，因其没有锰含量
相关标准规定，使得这次

“质量门”风波暂时平息。
眼下，再度发酵的苏泊

尔“质量门”，使得不少商家
又一次将苏泊尔相关产品
下架，广大消费者也像再次
听到“狼来了”的呼声一样
担心疑惑，号称“炊具行业
引领者”的苏泊尔锅具，到
底是用还是不用呢？

在“狼来了”的故事里，
屡次谎报“狼来了”的放羊
娃，最终尝到了说谎的苦
果；但在现实版的“苏泊尔
质量门”中，锰含量对人体
健康究竟有没有影响，却始

终不见权威部门的声音，而
消费者一次次惶惑不已。

的确，在苏泊尔不锈钢
锅具绵延几个月的争论中，
有过行业协会负责人发表
意见，也有过医药卫生领域
人士的表态，但在各有各道
理的众声喧哗中，却始终未
曾出现过质监部门、卫生检
验部门等权威部门的声音。

一口锅虽然不起眼，却
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锰析出是否对人体
有害，卫生部门应该通过公
开渠道释疑解惑；不锈钢锅

含锰是否有问题，质监部门
应该尽快确立相关标准并公
之于众。一个没有背后真相的
事件，只能像那只不知何时会
来的“狼”，让广大消费者无
时无刻不生活在阴影下。

现在，“苏泊尔质量门”
愈演愈烈，再次显示出不锈
钢餐具中的锰含量已经到
了必须做权威鉴定并制订
行业标准的紧要关口，为了
广大消费者的生活稳定，也
为了相关行业的稳步发展，
权威部门的声音不能再缺
位了。

是否“自寻烦恼”？

编辑：
您好！
看了齐鲁晚报2月20日

的“读者来信”《孙大午伐树
的烦恼》，觉得这个烦恼似
乎是“自寻烦恼”。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
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
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
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
外。”这就给予农村居民一
定的林木砍伐自主权，充分
照顾到了个人利益，如果片
面强调个人的“因地制宜”，
就失去了法律法规的严肃
性，造成有法如无法的混乱
局面。来信认为，孙大午所
在的徐水是平原地区，所以
不需要设置林业局。这也是
一种偏见，平原地区树木少，
更需要通过提高绿化率来改
善自然环境。保护林木，制止
乱砍滥伐，怎么能说与“公
共利益”无关呢？不能否认
有少数林业执法人员存在依
法谋私问题，但是如果放任
一批又一批的树木被随便砍
伐而不管不问，那平原真就
成了光秃秃一片，林业执法
人员岂不是渎职！

在孙大午伐树的问题
上，如果说林业部门有不
足，就是对法律法规的宣传
工作做得不够好，重视了执
法，轻视了普法。如果把林
业普法教育当做经常性的
工作抓紧抓好，让群众都知
法懂法，自觉地用法律法规
约束自己，那么，孙大午的
烦恼或许就可以避免。

读者：段玉文

“洗清”苏泊尔锅离不开权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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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文明是各种观念合力的结果，需要不断地积淀。要解救被“活熊取胆”的黑熊，只
针对归真堂发起围攻并不是最佳手段，因为归真堂最有力的“援军”还潜伏在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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