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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不再为食品质量揪心

头条评论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想
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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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洪涛(芝罘区)

读4月24日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报道，又看了让人心焦的食
品问题：工业明胶加工毒猪头
肉，农药生出毒豆芽。猪头肉里
铬超标达60余倍，长期食用会致
癌。我们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信
心再一次受到重创。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生
存的必需品，历来深受人们关
注。在生产力低下，食品供应不

足的情况下，谁都不希望忍饥挨
饿，人民关心的焦点是食品数量
的增加，那时食品添加剂不多，深
加工食品数量有限，好像关于食
品的安全问题没有那么让人焦
虑。而今，生产发展了，科技进步
了，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却层出
不穷，这不得不让消费者焦心。

目前的情况是，人们一日三餐
吃的东西总是让人提心吊胆，说不
准什么时候就吃出点毛病来。现在
的状况是老百姓怨声载道，街头巷
尾议论最多的是“现在吃什么也不
放心”，许多人患有食品安全恐惧
症，这实在是事出必然。

长期以来，食品产业链条危
机四伏，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
出。食品加工中，原料中的天然
有害物、污染物等未完全消除，
引起的食源性问题；滥用食品添
加剂，甚至滥用工业添加剂引起
的再生污染问题；“吊白块”、“瘦
肉精”、“劣质奶粉”、“苏丹红”、
等等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层
出不穷。这又有了“毒猪头肉”、

“毒豆芽”问题，真是防不胜防。
食品的企业化生产在逐年

增加，品种在迅速增多，食品中
的添加成份也五花八门。食品安
全标准不统一、不规范问题比较

突出。有许多食品的生产根本就
没有什么标准，有些食品的安全
生产标准也明显陈旧落后，跟不
上时代要求。还有一个多重标准
的问题，像什么国家标准、地方
标准、行业标准。这些不同的标
准有时差异较大，往往也还是难
让百姓放心。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尚有泛滥之势。忽视食品安全，
对于国家、社会和每一个人的生
命都是致命的。

齐鲁晚报去年10月份曾经报
道过“食品安全将设国家‘唯一
标准’”。为了国人的健康，为了
保障食品的真正安全，促进食品

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构建质量安
全、绿色生态、供给充足的食品
工业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媒体介
绍了一些鉴别有毒食品的方法，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
数的问题食品，你让消费者自己
识别是困难的，最主要的还是要
靠负责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来
进行有效地监管。这种监管必须
是常态化、长期性的，不能想通
过一次、两次的集中整治，而一
劳永逸。我们期待着食品能够安
全、吃喝能够放心，不再时时为
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揪心。

名嘴说事

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流
言。就像“老子的道德经在西方
销量仅次于圣经”，还说是根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但谁
也没给出具体出处。其实查查资
料就知道，西方经常有“有史以
来销量最大书籍排行”的争论，
但没有哪个把老子道德经列进
去的。而且根据常识就知道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

——— 押沙龙(青年学者)

嬉笑怒骂
新闻：西安市政府关于艾滋

病防治新规中，提出要在普通中
学校园超市销售安全套或设置
安全套发售装置，引起各方热
议。陕西省卫计委回应称，这是
省政府经过多番调研、慎重研究
决定的。(华商报)

点评：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新闻：23日，一则“哈尔滨国
土局被指在湿地上修建豪华会
所”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哈尔
滨市国土资源局回应称，湿地上
所建三层小楼最初为地质环境
监测站，国土资源局已经在2013

年5月将其转手，最后由哈尔滨
工大集团购。(新华网)

点评：绝对是五星级监测
站。

新闻：4月21日，福建厦门一
公交车上，一女子一人占了两人
位置，被老人指责占位不让，该
女子先是骂骂咧咧，随后又双手
抓住公交车拉环，用“高难度”的
姿势猛踹老人。车上乘客纷纷指
责女子行为。但她还不依不饶，
用脏话“还击”。整个过程持续了
近15分钟。(海西晨报)

点评：拉环原来是这样使用
的。

一家之言

为温馨服务叫好

毛贤君(芝罘区)

我住宅楼的山墙头上贴着
一张停电通告：后天白天因店
里施工检修，需要对这段线路
实施停电，不仅标明具体时间，
还提醒大家在停电期间，对给
百姓带来的生活不便敬请谅
解。看到家门口贴的停电通告，
心里感到十分温馨。情不自禁
为烟台供电公司便民亲民的服
务宗旨，严谨严细的工作态度
叫好。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烟台
电力供应紧张，限电拉闸，工厂
生产车间停电，城市居民夜间
点蜡烛是常有的事。所以烟台
老百姓戏称供电部门是电老
虎、电衙门、电老大，谁也不敢
得罪。四十多年过去了，形势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供电部门
是国营大企业，只此一家，别无
分店，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来供
电公司在报上刊登停电通告就
可以了，个别住户不知道造成
一时生活不便也情有可原，无
可厚非。现在小范围停电，供电
公司又登报、又派人在居民小
区贴通告，服务到家。这种严谨
细微的工作作风怎不令人肃然
起敬，拍手叫好呢？

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观察
兰考讲话精神，开展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笔者希望政
府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
向烟台市供电公司学习。做到
使百姓门好进，脸好看，话好
说，事好办。烟台这座城市就会
更加文明美丽，百姓的幸福指
数就会更高。

我有话说

柳华东(栖霞市)

这两天看到栖霞市大庄头
村柳氏祠堂的照片，心中骤起
波澜。照片上，祠堂院墙已破，
无门的祠堂成了放三轮农用车
及各种家什的场所，屋漏墙破
却无人管，谁还把这作为祭祀
先人，团结族人的圣地呢？

说到了祠堂，我就想起正
日渐兴盛起来的寻根热，这实
在是体现出了我们固有的民
族文化特色。而寻根谒祖，正
是一种血缘的认同，一种文化
的认同，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
的深刻体现。

所以，作为重要载体的祠
堂，更应该是寻根谒祖的重要
支撑，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
视。一座祠堂，往往历尽沧桑，

而她正像一位母亲，成为天下
儿女向往之地，在团结族人和
弘扬民族美德等方面都发挥
了特殊的作用。

作为柳氏后人，我向来重
视自己的家族渊源。读高中
时，曾听一位桃村同学讲大庄
头是柳氏发源地，我心存疑
惑。后来跟爷爷谈起，爷爷居
然认可了，我第一次认识了大
庄头。再后来，广泛听说柳氏
的渊源故事，尤其看了柳毓明
先生的《胶东柳氏族谱》，更对
这个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柳
氏徙居并最终绵延至今的大
庄头村恭敬有加。

在对祖居地的景仰之中，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柳氏
祠堂。兴建于嘉庆的祠堂，其
文物价值自不必说，而作为柳

氏后人，其传承意义更是不可
小觑。遥想当年，春秋末，鲁
亡，柳氏为避祸始迁出源地，
有仕楚者，有迁山西者，同时
有一支前往今栖霞大庄头者，
而此正为胶东柳氏之源。大庄
头成为胶东柳姓故里，成为栖
霞建村最早的村庄。建于1818

年的大庄头柳姓祠堂有碑文
详细载明，历经近二百年风
雨，房屋受损严重，从照片可
以看出极有倒塌危险。一旦毁
损灭失，文物难以保全，研究
价值丧失，损失不可估量。

作为文物，政府应该责无
旁贷。而作为族人，又怎么能
袖手旁观？传统文化在民间、
在地方沦落到如此地步，何谈
传承。物是人非事事休，如今
却是物也非来人也非。

请敬畏我们的祠堂文化

带孩子拥抱大自然
毛旭松

晨读新闻看到这样一则
报道：一个叫“甜妈”的网友因
为孩子写作业《桃花》时，不知
道桃花长啥样，什么气味。她
索性包下一座山，想让女儿和
小伙伴们在体验中认识自然，
描绘自然。

如今的孩子太缺乏接触
大自然的机会了，乡间的孩子
可能还去田间玩耍，而城里的
孩子课余时间接触最多的还
是辅导班和电脑。小小年纪就
被背负了太多的期待，本应该
丰富多彩的童年只剩下单一
的颜色。作为家长来说，应该
反思急功急利的教育模式是

不是有些拔苗助长了。
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够像“甜妈”一样大手笔包下
一座山，但她至少清醒地意识
到课堂在大自然中，在玩耍中
身心得到放松也能学到知识。
很多家长都在吐槽当前的教
育模式存在缺陷，这些吐槽不
无道理，可在大环境无法短时
间改变的情况下，家长就应该
多想办法，从自身的角度去弥
补制度的缺陷。如果家长也紧
张焦虑无所适从，那么传递给
孩子的同样是消极的情绪。

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社会
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正是
当前我们教育缺失的一面。纸
上得来终觉浅，家长引导孩子

走进自然，不仅能够锻炼孩子
的意志力，还能够增强孩子们
的体魄和适应能力。孩子肯定
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户外活动，
在自然中纵情奔跑本来就是孩
子的天性，独立、活泼的性格就
是在潜移默化中日渐形成的。

前段时间最火的综艺节
目《爸爸去哪了》，相信不少家
长看得津津有味，可笑过之
余，是不是能够从这档娱乐节
目中感悟到些什么。节目中有
不少期是爸爸带着孩子们到
乡间体验生活，纵然我们买不
起一座山，当不了明星家长，
但只要我们有引导孩子贴近
自然的教育意识，那相信我们
的孩子也会很开心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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