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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禁不止不妨换个思路

浮光掠影

虾头变绿

很多人平时去餐馆吃饭，多是喜欢使用一次性筷子，总感觉小餐馆里的筷
子不卫生，使用一次性筷子觉得稍微能干净些。就是这种习惯和想法使得烟台
市区每天就能消耗掉5万多双一次性筷子。在习惯难改的时候，换种思路，寻找
木质一次性筷子的替代品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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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晚，演员黄渤发了条
微博称，饭店上了一次性筷子，外
观包装精美无挑，热水中涮了几
下，刺鼻的味道马上出来了。黄渤
感慨不用一次性筷子不是环保是
保命。

就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有
几位代表也提议禁用一次性筷
子。据称，我国每年生产800亿双
一次性筷子，可铺满360个天安门
广场，相当于砍伐2000万棵生长
20年的大树。一次性毒筷子的生
产过程也曾在3·15晚会上曝光，
用硫磺熏、用双氧水煮、用脚踩消
毒，场面触目惊心。

早在2007年，商务部就发布

了《餐饮企业经营规范》，从环保
角度出发，要求餐饮企业减少使
用一次性筷子。但这么多年过去
了，一次性餐具并没有退市，反而
使用得更加普遍。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推出
的“限塑令”。规定推出伊始，各
地塑料袋用量明显减少，可现
在的农贸市场摊贩还是给消费
者提供免费塑料袋，也没见多
少顾客提着篮子去买菜。一次
性餐具难退出市场也是如此，
很少有人去饭店吃饭还自带碗
筷的。提篮子买菜、自带碗筷下
馆子提议很好，可麻烦且有悖
于习惯，很难落实到位。

在当前餐饮业如此发达的
情况下，想通过一纸行政命令

很难杜绝一次性筷子。这不是
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问
题，而是涉及到意识、习惯、监
管等多方面。人们之所以热衷
使用一次性筷子，大都是图方
便，或者认为使用起来比较卫
生。

实话说，让全民自发形成
禁用一次性筷子的意识很难。
一种意识的建立，应该是持之
以恒的，尤其是它未变成市民
的自觉行动前，政策限定和行
政干预可解燃眉之急，但非治
本之策。

目前情况看，尽快开发替代
品才是限制一次性筷子的前提。
韩国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
首尔，所有饭店提供的是不锈钢

筷子和一次性可食用餐具。这种
可食用的餐具由熟豆渣粉、淀粉，
防水剂和防油剂等压制而成，原
材料完全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在
80℃的温度下溶于水，不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

据悉，目前吉林一家公司已
经开发出了驯化野生艾蒿作为原
料制造一次性卫生筷子的技术，
如果能将类似成果转化成现实生
产力，将是一次筷子革命。国家应
从资金、生产技术、设备制造及研
发等方面支持草本一次性筷子产
业的发展。

使用一次性筷子是根深蒂固
的习惯，在习惯难改的时候，换种
思路，寻找木质一次性筷子的替
代品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人分两种，一种人有往事，

另一种人没有。有往事的人对时
光流逝无比痛惜，因而怀着特别
的爱意，把所经历的一切珍藏在
心灵的谷仓里。这种对万物的依
依惜别之情是爱的至深源泉，一
个人因此才会用心在生活。没有
往事的人对时光流逝毫不在乎，
这种麻木使他轻慢万物，凡经历
的一切都随风飘散，什么也留不
下。

——— 周国平（作家）

@Chr i s ty蜜酱：58元一斤的河
虾，下锅烧好后完全无异，晚
上 微 波 炉 加 热 了 一 下 ，有 部
分 呈 现 出 绿 色 ，吓 得 果 断 扔
了。
@千姿彩：现在可以放心放进
嘴里的东西还有多少？
@ 冰 寒 : 为 何 加 热 后 变 绿 ？因
为一些藻类同时存在藻褐素
和叶绿素。
@福鑫记：希望真的只是“某
种藻类”！
@郑小君：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绿色的虾。
@无聊0 0：让食品监督部门来
尝尝这大虾的味道吧。

新闻：今年1月份，广东省阳
江市大约30名中小学校长到云
南西双版纳、华东等地公费“考
察”和旅游。对于中央2012年12

月初出台的八项规定，阳江市教
师校长培训中心工作人员称：

“文件到这边可能会慢一些。”
(新民网)

点评：12月出的八项规定，1

月还没收到。

新闻：中国民间通常所说的
“四大美女”，指的是西施、王昭
君、貂蝉、杨玉环，她们在我国古
代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那么，
中国当代的“四大美女”又会是
谁呢？旅法著名油画家王俊英的

《新四大美女图》给出了答案，而
《新四大美女图》中的宋祖英、陈
数被认为实至名归，范冰冰和柳
岩的入选却遭到不少质疑。(扬
子晚报)

点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新闻聚焦

终身免费医保

新闻回放：上海市体育局与
华山医院签署医疗保障协议，华
山医院正式成为上海市世界三
大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奥
运项目冠军的医疗保障定点医
院。据悉，这是一份终身制的免
费医保。享受这项政策的上海运
动员，包括刘翔、陶璐娜在内共
23人。另外，四名沪籍教练员也
得以享受这项政策。

《新京报》评：同样是纳税
人，同样在为这个社会做着自己
的贡献，其他的普通人仍然需要
承担自费的那部分，包括刘翔在
内的23位运动员及4名教练员却
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障，这种
区别对待的理由是什么？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冠军为
国争光了，他们的教练员为国家
培训出优秀的运动员了，他们是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理应享受
更好的医疗保障。

体育冠军、明星们由于其本
身的成就，早已获得了来自体制

内的大量物质奖励，并且大都从
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大量的收益，
其生活保障早已非普通人可比，
为他们单独制定某些政策，仅是
锦上添花而已。

现在医疗改革的趋势是，
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已经相继
取消公费医疗，公务员看病也
要按照一定比例报销，上海却
用“免费医疗”的特权去奖励
冠军，显然不合适。按照各地
的对体育冠军的奖励制度，世
界三大赛的冠军一般都能够
得到体制内的安置，也就是说
医疗保障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免费医疗的激励性也并不太
明显。

体育冠军不是不可以奖
励 ，但 是 不 宜 用 特 权 作 为 奖
品。这么做刺激公众心理，伤
害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也有违
体育精神。

编笑话考题

新闻回放：“太搞了，竟然让
编笑话，更搞的是让用北大、清
华、高考、状元四个词编笑话。”
在今年的北大自主招生考试当
中，语文试卷上的一道题在微博
上引发了网友的“吐槽”。据介
绍，这道题目的要求是让学生用

“北大、清华、高考、状元”四个

词，编一段150字的笑话。

《重庆时报》评：事实上，
编个笑话远没有表面看上去
那么肤浅。一者，编笑话用到
的四个词“北大、清华、高考、
状元”，直指当前“崇拜名校、
吹 捧 状 元 ”的 教 育 功 利 化 问
题，出题者的自嘲之意跃然纸
上，向考生们传达这种可贵的
自 嘲 精 神 ，本 身 就 有 积 极 意
义；二者，1 5 0字的幽默故事，
绝不是几句俏皮话或网络段
子就能拼凑而成，考查的是考
生的人文素养，更需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的分析能力。

让幽默也成为考生必备的
能力，这一导向无疑值得称赞。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状元
或将学生都送入名校，而是让学
生自由全面的发展；若是能培养
出幽默乐观、善于自嘲的人，也
未尝不是教育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有考生表示，
“时间本来就够紧张的了，还让我
编笑话，我实在编不出来”，这其
实也道出了当下教育的尴尬。让
一个个学得苦大仇深的孩子，在
严肃的试卷上讲笑话，这本身就
是一大笑话。紧张考试中，“编笑
话考题”看似在调节气氛，提醒孩
子们随时随地别忘幽默，但要让
学生们真正放轻松，恐怕还是要
想想应试背后的真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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