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供暖宜电则电、宜煤
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在
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近期
北方供暖问题，国家发改委新闻
发言人孟玮给出了上述回复。按
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从实
际出发，有条件的尽可能做好洁
净煤供应工作，不具备条件的要
尊重当地群众的取暖习惯，以确
保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

国家发改委的表态，很好地
回答了一个问题，在天然气供不
应求的情况下，该做怎样的抉择。
应该看到的是，在天然气供应方
面，相关单位已经做出了极大的
努力，但短期内也很难在增加供
应总量上取得突破。此时或许可
以换一个切入点，不是简单地压
缩需求，而是在需求结构上做调
整，在守住温暖过冬底线的前提
下，对“不必要”的需求加以削减。

环境保护与冬季供暖，都是
民生所需，诚如《人民日报》近期

一篇报道的标题，“蓝天与温暖，
一个都不能少”。北方地区的冬
季供暖，为的就是帮助老百姓
抵御严寒之苦；而推广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则是通过改善“气
质”保护群众健康。从落脚点来
看，大气治理与冬季供暖是一
致的，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温暖过冬的底线要守住，而从
长远来看，清洁能源的替代工作
仍要继续推进。

现在的问题就集中在天然
气的供应上。在国家发改委召开
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环保部发
布了能源专家就“煤改气”答记
者问的相关内容，这让人们了解
到天然气复杂的供应结构，这也
意味着仅从“开源”入手解决问
题难度颇大。受供应所限，即便
能源设备全面推行“煤改气”，也
很可能无法保证“敞开了用”。国
家发改委提出“宜电则电、宜煤
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正

是看到了短期内填平天然气供
需缺口并不现实，力图通过增加
能源种类来弥补缺口。

既然大气治理的步子不能
停，也没有人愿意把蓝天“还回
去”，这意味着对清洁能源的需
求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考虑到
天然气供应存在瓶颈，比较可行
的办法就是换个思路，对需求加
以调整。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
地方做出了反应，比如湖南长沙，
机关事业单位场所停止采暖供
气，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用气和科
研、学校、医院等重点保供单位用
气。追溯到2005年1月，因对极端天
气预计不足，遭遇“气荒”的北京
也出台过类似的应急措施。

尽管上述举措更多出于应
急考虑，但调整需求结构的思路
还是值得借鉴的。今年3月，《中
国环境报》刊发了一篇江苏科技
大学几名师生的来稿，他们开展
的一项调查就揭示了“过度供

暖”现象——— 部分居民家中及公
共场所“温暖如夏”，部分公共建
筑在室内无人的情况下照常供
热。而这些热量，对应的都是能
源使用，实属“不必要”。出于节
能的考虑，目前人们已经对夏
季空调设置合理温度形成共
识，而对于冬季供暖的“上限”却
是缺失的。

如果能够发现并压缩“不必
要”的能源使用，节省下来的部
分就可以用于“保底线”，调整能
源需求结构，就是要在不增加环
境负担的前提下，把有限的能源
用在刀刃上。相比基础设施较为
完善的城市，居住条件较差的农
村理应得到倾斜；相比设计更加
科学、保温性能更好的新建筑，
城市里的老旧住宅应率先保
障……调整结构、严守标准，压
缩“浪费”、保障“刚需”，如果按
照这一思路找到具体的办法，蓝
天与温暖可以兼得。

避免“过度供暖”，兼得温暖与蓝天

大气治理与冬季供暖绝不
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气治理
的步子不能停，也没有人愿意
把蓝天“还回去”，这意味着对
清洁能源的需求还有可能进一
步增加。考虑到天然气供应存
在瓶颈，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
换个思路，对需求加以调整。

评论员观察

“不得已的正义”是最大的正义

□毛建国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
区人民法院集中宣判4名涉嫌
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
刑事判决生效后，将通过司法
机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渠道公开这4名犯罪人员
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照
片、年龄、性别、案由等，并对他
们设置行业禁入。这一举措引
起广泛关注。有人为此叫好，认
为可以起到威慑作用，更好地
预防犯罪；也有人担忧犯罪人
员在服刑期满后难以顺利回归
社会，可能激起其报复心理。

对这一举措的叫好声音，
有着浓浓的善意，体现着对未
成年人的关爱。其实，那些反对
的声音，同样有着浓浓的善意。
如果这是在以前，哪会有这么
多人关心犯罪人员服刑期满后
回归社会、融入社会问题？这种
担忧，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

社会正在大踏步前进。
只是，世上很少有“最优答

案”，搬在面前的往往是次优选
择。一事当前，虽然要有朝着最
好处努力的准备，但如果非要
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才去
施行，往往只会剩下“纸上谈
兵”。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怎么
选择都是错”，既然如此，“两害
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
重”，那就从次优出发，选择相
对有利的方案。公开性侵未成
年人罪犯信息，正体现了必要
的无奈。

“在一切美德中，正义是最
有助于人类的共同福利的。”建
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应该是人之所欲。正义是带有
温度的，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与关爱，是一个社会最应该追
求的正义。可是，灿烂的阳光下
总有一些阴影存在，那些伸向
未成年人的魔掌，不仅把梦魇
带给了未成年人，也带给了整
个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确保
未成年人快乐健康成长，已经
成为社会的一道底线。

有人可能会说，那些把魔
掌伸向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
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应有惩罚。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的关键是，
惩罚的目的不在其本身，而在
保护善良、维护正义。如果惩罚
达不到正向目的，那就必然要
带来反思。在所有罪恶中，性侵
儿童是最卑劣的罪恶。从某种
意义上讲，对性侵儿童行为的
纵容就是对儿童的犯罪。相对
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现
实，我们应该有进一步的行动。

法学专家指出，公开犯
罪人员信息、设置行业禁入，
是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和保
护犯罪人员权利之间作出的

“不得已的正义”选择。一个
“不得已”，无形中说明了许
多问题。换句话说，其实我们
也不想公开信息、设置禁入，
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为了
形成强烈的威慑效应，只能
这么做。这是无奈的选择，也
是必要的选择。如果觉得这
一举措“杀伤力”太大，正确
的应对是避免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事实上，这么做也是
“国际惯例”。

在世界上，不少国家严厉
打击性侵儿童犯罪，包括将持
有、观看儿童色情物品的行为
规定为犯罪，通过梅根法案公
开性侵儿童罪犯的身份信息、
禁止从事与儿童有关的职业。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
长姚建龙曾经介绍，因为我国
没有完善的儿童色情禁止法
律，也没有“梅根法案”，更没有
针对性侵前科人员的从业审查
与禁止机制，很多有恋童癖好
甚至犯罪前科的“老外”专门跑
到中国来了。是否如此，可能需
要大数据证明。但这种情况，哪
怕是可能也不能容忍，也应该
坚持防止。

“不得已的正义”是最大的
正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连
未成年人都保护不住、都保护
不了，那一定是成年人的失责，
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从这意义
上讲，公开犯罪人员信息、设置
行业禁入，是“不得已的正义”，
是必须实行的正义。

葛公民论坛

网络时代请珍视“年度语文差错”

外卖缺斤少两

需法律补足

□何勇

有记者日前随机选取外卖销
售量较大的10家知名连锁餐饮企业
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0个样本
中有8个样本的确存在外卖分量少
于堂食的情况，其中分量最多可相
差近150克，相当于五分之一菜量。

按理说，餐馆的堂食与外卖之
间仅仅是取餐和就餐方式的不同，
在饭菜的食材原料、质量、味道、价
格和分量等方面不该有区别。外卖
分量普遍比堂食分量少，或者外卖
分量以素菜替代荤菜，这在本质上
就是一种缺斤少两行为，经营者违
背了诚实守信的原则。

外卖分量少于堂食，这有可能
是餐馆经营者的一种无奈之举，不
能简单认定外卖经营者存在缺乏
诚信的“原罪”。外卖平台佣金抽成
提高和强迫商家参加各种优惠活
动，直接增加了餐馆在外卖平台销
售饭菜的经营成本，导致外卖成本
高于堂食的经营成本。餐馆经营者
要保障自身的利润不下滑，控制经
营成本，就会将外卖平台强加在自
己身上的经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头上。否则，餐馆经营者在外卖平
台上销售饭菜就赚不到钱。

外卖分量少于堂食，消费者维
权却很难。一般说来，外卖的分量
单位基本上是没有明确标准的不
好衡量的“份”“碗”，而不是使用斤、
两、克等可以直接量化的重量单
位。就算消费者感觉外卖的分量
少，但外卖分量少了多少，消费者
永远没有办法判定。这使得消费者
对外卖分量少只能给差评，无法走
法律途径维权。当外卖分量少于堂
食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必定会伤害
消费者对外卖的信任，最终选择用
脚投票，重新去餐馆点堂食，这将
不利于外卖行业的发展。

不论是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还是为保障外卖行业健康良性
发展，外卖缺斤少两的现象必须予
以治理。为此，必须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以法律形式、行业标准明确
外卖与堂食在分量、价格、质量等
方面的一致性，同时明确餐馆行业
饭菜分量要采用可量化单位。如
此，既让消费者有充足的知情权、
选择权，也为消费者维权、工商部
门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王传涛

12月19日，《咬文嚼字》杂志
社公布了2017年度十大语文差
错，这十大差错都跟本年度各
类文化、时政事件和日常生活
有关，有一些是冷知识，比如老
舍的舍到底念第几声，有一些
是日常生活经常会误用的词，
比如“领衔主演”，“非营利”误
为“非盈利”，“城乡接合部”误
为“城乡结合部”，“一诺千金”
误为“一言九鼎”等。

《咬文嚼字》杂志社每年发
布“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做法，
在这样一个浮躁外加喜欢“讳
疾忌医”的社会里，很容易“树
敌众多”。给热播剧、微电影等
挑错，往往被人质疑为“没事找

事”，更会被人调侃为“没人家
挣钱多，瞎说什么对错”。更何
况，即便是一些语言学家，也认
为语文就是习惯成自然，一些
词语的用法用久了，即使是错
误的用法，也被慢慢正确化。

但是，《咬文嚼字》每年都
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些类似

《皇帝的新衣》里小男孩的那些
话，直言亿万人尤其是强势资
本的错误所在，对于这种认真
严谨的学术态度与纠错精神，
我们必须要佩服并要感谢。《咬
文嚼字》在语文学科领域的坚
守，让人看到了汉语能够长久
健康发展的希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词习
惯。有些习惯是对的，有些习惯
是错的，正视并且勇于改正自
己的发音和用词习惯，不仅仅
是自身素质提升的表现，更大
的意义在于，我们都用自己的

努力，坚守着汉语的“根本”，传
承着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方
块字文明”。

就今年《咬文嚼字》杂志社
提出的几个问题，广大国人需
要“虚其心受天下之物”。“营
利”与“盈利”、“城乡接合部”和

“城乡结合部”之别其实是高考
的考点，“一诺千金”与“一言九
鼎”背后有历史典故可以解释，
至于“多位领衔主演”则显然是
娱乐圈的浮夸风所致，而弄清
楚“飓风”与“台风”之别则要研
究一下地理学知识……所有这
些，作为国人，作为汉语的使用
和坚守者，都应该纠正并传播。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在网络时代，新的词汇几乎是每
天都在产生，这很容易对汉语的
本义产生冲击。而任何一个小小
的语法错误，都可能因为公共事
件的广泛传播而拥有成千上万

的受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
子，一个逻辑，一旦出现了一丁
点的错误，可能会让无数人改变
原来的正确语法。

如果不及时修正，几十年之
后，我们的汉语乃至我们的汉字
文明，或许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
子，原来意义上的汉字造字方
法，都可能会无迹可循。什么是

“象形”、什么是“指事”、什么是
“会意”、什么是“转注”、什么是
“形声”，什么又是“假借”，这些问
题，都可能会在未来某个阶段，
在语文教学和汉字使用中消失。

如果不及时修正，几十年
之后，许多朗朗上口的、背后轶
事多多的成语，很可能会拥有
相反的意思；而“细思极恐”、

“人艰不拆”这样的毫无底蕴的
词，却有可能大行其道。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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