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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广泛开展先进模范
学习活动，要营造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
雄的浓厚氛围。“英雄”再次引
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锐意实现伟大复兴的
中华民族更应该英雄辈出。现
在，很多人谈到英雄，总觉得高
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其实，英
雄不只是被仰望的，还是可以被

学习的，英雄不只在史册上，更
应该在我们身边。要在全社会营
造学习英雄的氛围，必须让更多
的人相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
代的英雄，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
时代的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说到英雄，我们总是会想
起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流
血牺牲的人们，那些为国家发
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们，那
些见义勇为、舍身救人的人
们。因为那些英雄做出了超越
常人的先进事迹，很多人就觉
得英雄不是人人皆可为的。其
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
英雄。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和平
年代，英雄就是这个时代的正

能量“风向标”，凡是践行核心
价值观和弘扬时代新风的人
都可以被我们称为英雄。

在日前举办的阿里巴巴
“正能量谈XIN会”上，何谓“英
雄”的话题也曾引起了热议。
但是，当身边的英雄出现在会
场时，共识也就清晰了。15年里
靠打零工、卖水果，最终还清
最后一笔债务的“信义包工
头”陈武现，曾经在杭州西湖
边奋力跨过拦护铁链，被绊倒
后依然挣扎着伸出小手把空
饮料瓶丢进垃圾桶的“文明
豆”霍柯嘉，这些曾经被舆论
点赞的英雄模范，其实都是生
活里的平凡人，只是他们并没
有被平凡生活消磨掉自己的

正气和正能量。他们之所以被
公众赞为楷模，是因为他们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诚信、友善的
价值理念。他们虽然没有做出
欧阳海、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
的巨大牺牲，但是他们仍然以
一念之善为社会奉献了巨大
的精神财富。

在新时代，做时代英雄固
然要让别人感受到正能量的
冲击，但是这种能量的传递并
非单向的、零和的。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
说，参与公益不是为了给予别
人，而是由此认识人性和尊
严，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
着。做英雄也是这样。在这个
时代做英雄不意味着都是牺

牲和奉献，以英雄事迹感动别
人的人，也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和关爱。展现自己最美的一
面，释放推动社会向上的正能
量，其实也是在成就自我。正
因为如此，人人皆可为英雄并
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它有着
现实的逻辑和途径。

新时代呼唤英雄辈出，而
英雄的出现不是被“推”出来
的，是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
成、制度保障呼唤出来的。这
就需要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
继续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切
实做到“成风化人”。当正能量
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风
气，英雄自然就会在我们的身
边涌现。

以正能量“成风化人”，让英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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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花生”暴露了对小摊点的监管缺失

□胡建兵

记者从南京不同地区烧烤
店随机购买了6份花生，其中5
份是盐水煮的，1份是水煮后凉
拌的。6份花生进行1-6编号后，
每份又分成两半，一半送去实
验室进行检测，剩余一半放置
在气温35℃左右环境中进行观
察，有5份花生放在35℃室温
中，竟然3天不变质。送实验室
检测显示，这5份样品都检测出
甲醛。

按照《食品卫生法》和《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甲醛
是被禁止使用在食品中的。根据
记者的调查，这些甲醛成分可能
来自于一种叫做“吊白块”的防
腐剂，吊白块具有漂白作用，部
分不法商家会用来漂白食物。比
如，米粉、米线、面粉、面条、馒
头、糕点、腐竹、豆腐等豆制品等
等。这种类似水煮花生等食品中
加入“吊白块”后，虽然可以延长
保鲜时间，并会降低成本，短时
间内也看不出问题，但蛋白质上
的氨基可以跟甲醛发生反应，有
致癌作用，积蓄达到一定剂量就
会造成伤害。

5/6，这个数据确实令人惊
心，这还只是抽检结果，假如全

面启动调查，还有多少“甲醛花
生”会浮现？

从报道中看，这几份水煮花
生都是来自小作坊。一方面市民
对小作坊食品有所需求，另一方
面也有加强管理的需求。怎么样
做到美食与安全兼得，这就需要
市场监管部门发挥大智慧。

小型食品业规模小、数量
多、分布散、生产经营条件简
陋，一旦监管不到位，容易引发
食品安全问题。只有对这些食
品小作坊、小餐饮店等进行正
规化管理，才能使这些食品小
作坊、小餐饮店、小摊点与那些
上规模的企业一样，同样受到
监管，这回归了食品监管的本

能，给食品监管漏洞打了“补
丁”，使食品监管没有了盲区。

“水煮花生含甲醛”也给有
关部门提了个醒，食品监管一
刻也不能放松，不能有死角。虽
然由于人力紧张等因素，不可
能把每个小食品作坊、小餐饮
店、小摊点的各个环节都管得
滴水不漏，但完全可以通过抽
查、抽检等查找问题，对查到的
不合格小食品作坊、小餐饮店、
小摊点等，要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严肃处罚，取消其生产
和经营资格。

在对小作坊的管理方面，
北京的做法值得相关部门借
鉴。目前，北京针对小型食品业

已经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地方性
法规，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制
度；明确了法律责任；并设计了
区域差异化监管措施。发现小
作坊、小餐饮有问题的，其负责
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
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当然，将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小摊点等纳入正规管理，可
能会大大增加监管部门的工作
量。食品监管部门只要拥有解决
问题的耐心，保持为民保健康的
真心，就能实现正规管理，真正
为百姓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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