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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明起推出“爱国说·国庆65周年特别互动报道”

今今天天，，我我们们如如何何爱爱国国？？
首期点题:爱国如何爱我们的文化

采访传销组织的那些事儿

男孩大喇叭

喊四天找回女友

问：被传销组织控制后

都是如何自救的？

陷入传销的人，其中比较容易
解救的，是陷入传销后没被洗脑的，
他们会假装被洗脑，配合传销人员
的要求，然后找机会逃跑或求救；难
以解救的是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即
使救出来，还想自己回去。本报记者
参与过不少解救传销相关的新闻采
写，两种情况都遇到过，还经常接到
外地读者在微博或QQ上的求助，记
者也帮他们出了主意，有几个被困
者都在一周内成功被解救。

没有被洗脑的人会抓住一切机
会设法求救，2013年曾有一个20岁的
陕西小伙子被前工友骗到泰安，在
下旺村身陷传销组织21天，他表面
配合传销组织上课，获得了组织的
信任，坐公交车时把一个写有家人
求助电话的纸条留在了公交车上，
公交司机捡到后报了警。类似的情
况还有从楼上扔纸条获救的。

问：传销人员都是咋被

人解救的？

一些外地来找孩子的家长，一般来
求助派出所，派出所会带着家属去下旺
村打听一圈，运气好的话真能找到。如
果运气不好，家属自己带个电喇叭，在
村里喊被困人员的名字，一两天后，人
就能被放出来。一位福建的女孩被困，
他男朋友通过手机定位确定她在下旺
村，用这种办法喊了4天，最后传销窝点
悄悄把女孩送到了火车站。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救的，还有
些已经被洗脑成功的，不想出来，公
安民警去救他们还可能会躲。有一
次一位家长来求助，民警研究的解
救方案是骑摩托车过去，假装称送
快递的，让女孩出来取件，结果把她
控制。在派出所她还闹着要回组织。

问：你采访遇到的哪些

人容易被洗脑？

根据个人经验总结，有些内
心强大的人不会轻易被洗脑的，
只要坚持不给传销组织汇钱，在
传销组织里白吃白喝过 2 0来天，
传销组织也会坚持不住，把人主
动放了。来解救亲人的，在保证自
己安全的情况下，在村里多转转
应该就能找到。当然传销根本上
还是要靠公安工商等部门的严厉
打击，治安和商业环境才能彻底
净化。

本报记者 邢志彬

下期
点题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我们当代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是
具体的，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一言
一行当中；爱国又是变化的，它的内
容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
我们正处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年代，

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年代。
本报在国庆6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
推出“爱国说”特别报道，听听读者
朋友吐露自己心声——— 今天，我们
应该如何爱国？

第一期主题：爱国应该怎样热

爱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是经
史子集、诗词歌赋、孔孟程朱，还有
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恭谦礼让，我
们如何感知它、传承它、实践它？

投稿方式: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平
台投稿,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加入“今日说事”QQ群,群号 :
392120875。

3 . 发 送 到 邮 箱 : f a n g 6 0 7 @
163 .com。

食堂菜，曾在网上被号称为中国第九大菜系。而最近安徽阜阳一名学生在饭里
吃出“癞蛤蟆”的事，再一次点燃了网友吐槽的热情。

是食堂的菜做得太差？还是我们的口味太过挑剔？其实，曾经每顿饭都吃在食堂
的你我都明白，那里的菜没多好也没多坏，只是大家的要求越来越高，时代的变化太
快，食堂菜的口味跟不上我们的节奏了。

今日
说事

点
题

毕毕业业了了的的我我
仍仍怀怀念念学学校校食食堂堂

饭菜吃出异物

却无处说理

我们学校有4个食堂，其中
的一个是今年跟随新宿舍楼一
起兴建的。因为和宿舍楼挨得
近，我一直选择在这个食堂吃
饭。按道理，新的器具，新的厨
师，想必饭菜的口味和卫生也
一定是有所保证。但是最近，我
的室友却在这个食堂的炒豆角
里面吃出菜青虫，让人汗颜。从
此，我这位室友大哥对外发誓，
再也不去该食堂吃饭。室友还
开玩笑说：“绿色蔬菜好，安全

无农药，青虫是荤腥，全当高蛋
白。”就是这一道简简单单的炒
豆角，曾经让我班的一名同学
在军训时食物中毒，上吐下泻，
事后也不知道该去找谁说理，
不了了之了。要我看，这大学食
堂的炒豆角真是少吃为妙。

家住本地的我对于学校食
堂的口味也是不敢恭维。都说
南甜北咸，按道理，北方学校的
食堂口味更偏咸一些，令人费
解的是，有些菜的味道非常咸，

有些菜却是连味道都尝不出。
更别说那些来自四川、湖南、广
东等地的南方学生，很多嗜辣
的学生都是自备辣椒酱的。

有时，饭菜吃出异物，学生
却无处维权。要我说，学校食堂
的卫生质量问题不但要派专门
的管理人员定期管理，还要建
立一套完整的投诉制度奖惩政
策，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使学
校能及时地了解学生诉求，为
学生提供优质可口的饭菜。

现在人们的口味

变得挑剔讲究了

我有过在大学食堂工作
近一年的经历，从我的观察来
说，食堂的饭菜不可口是学生
浪费的一个原因。当然饭菜味
道怎么样还得具体而论，不同
省份的人口味差别很大。不
过，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点
大家都有感觉，那就是现在人
们的口味变得挑剔、讲究了。

就我在大学餐厅工作的那
段时间来说，感觉食堂饭菜还
可以。有的同学聚会、男同学请
女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点很

多菜，但遇到不好吃的饭菜，他
们就会剩下。有一次，我看见一
个同学，刚买了一份饭，吃了一
口就又去买了别的饭。

其实，我挺理解这些孩子
的，学生在食堂吃饭，不像咱
们在饭馆吃饭一样，可以要求
饭店的人按照自己的口味做，
食堂还是大锅饭。但是，现在
的学生条件要比过去好太多，
他们从小没吃过苦，没挨过
饿，对于饭菜口味有要求是很
自然的。

话说回来，不光别人，其实
我自己现在嘴也是越来越叼
了。过去挨了不少饿，对于吃饭
唯一的标准就是吃饱，后来日
子好了，每顿饭吃一两个菜，现
在跟着儿子生活，经常是好几
个菜，还经常想买些海鲜吃。

要找原因的话，主要还是
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
高了，对于温饱问题的诉求已
经转化到提高饭菜质量上，是
否健康、是否养生都是人们比
较关心的。本报记者 张倩倩

想方设法添新菜

学生仍不买账

吴明华（“全国节约之星”、高校
食堂保洁员）

文/刘大宝（化名）
（济南高校大三学生）

对于学校食堂来说，想满
足所有学生的口味几乎是不
可能的。目前，我们学校有在
校生9000多人，是聊城一所规
模相对较大的学校，因此食堂
建设标准也比较高，日常管理
方面学校领导也特别重视，专
门在后勤部门设立了一个部
门，负责食堂的原材料采购以
及食谱制作等工作。

学校食堂在管理过程中
安全是第一位的，为此我们食
堂的原料采购占用的精力相
对较大。油品与大型正规厂家
签署协议定点供应；青菜一律
当天从批发市场采购，宁肯贵

一点，也要新鲜质量中上层
的，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青菜如
韭菜、芸豆、非新鲜土豆等则
禁止购买。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近
年来我们围绕丰富饭菜的花
色品种也下了一番苦工夫，以
满足学生们不同口味的需求。
最初，我们只是从饭菜的种类
入手，要求每周的食谱都必须
进行更新，每顿饭都得有10多
个饭菜品种。后来发现学生们
并不是很买账，经常到学校门
口的小吃摊购买各种小吃。由
于害怕这些小吃摊不卫生，我
们又根据小吃摊的经营模式，

引进了兰州拉面、沙镇呱嗒、
豆腐脑、吊炉烧饼等小吃，后
来还陆续增加了一些品种。

可以说，在聊城的学校
食堂里我们学校是花色品种
比较丰富的，但是尽管这样
仍然有学生不满意。除了到
学校周边的小吃摊就餐外，
还经常对家长抱怨让家长送
餐来改善生活。为了改变家
长听到抱怨后的疑惑，学校
还专门组织过食堂开放，并
邀请家长随时来食堂就餐，
家长虽然感觉不错，可有的
学生就是不满意。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提问
记者

近日，齐鲁工业大学两名
女大学生失联引发广泛关注，
她们的落脚点可能就在泰安的
下旺村。14日下午，本报记者邢
志彬跟随泰安市公安局等部门
240人，见证了集中整治下旺村
传销活动。对于记者采访传销
组织背后的那些事儿，不少读
者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参加工作两年有余，依然
难以忘怀学校食堂的饭菜。虽
然学校食堂的饭菜不能比肩
山珍海味、玉盘珍馐，但因其
在我心中特定的分量，它占有
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其实，粗略论之，我是一
个对食物并不太在意的人，因
为除了香菜和生姜，我好像找
不出第三样让我讨厌的食材。
但我有时候又是一个自认为
是“吃货”的人，立志尝遍济南
大街小巷的特色美食，于是有
了我在朋友圈里经常拉仇恨
似的大晒各种美食的照片。

作为亚洲数一数二的高
校食堂，山东大学的食堂无论
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于我
看来都是极好的，至少甩开许

多单位食堂好几条街。研究生
三年，我几乎吃遍了山大所有
校区的食堂：中心校区地下餐
厅的炒方便面和干煸豆角、一
楼的刀削面和手抓饼、二楼的
清真拌面和手抓饭、三楼的各
式盖浇饭和饺子、四楼的特色
小 炒 ，洪 家 楼 校 区 的 蛋 炒
饭……都是至今让我回味无
穷的美味。

工作后，因为种种原因，
我似乎在一段时间内忘记了
学校食堂的种种美食，纠结在
每天中午晚上吃什么的怪圈。
我不喜欢吃单位食堂，不是因
为离开学校以后嘴变得刁了，
而是容易沉浸在回忆里不能
自拔，这回忆中有同学情谊，
还有共同饮食的习惯。

现在，山大食堂经过改良
升级，推出了更多各式各样的
美食：糖醋过桥排骨、秘制冰
糖红烧肉、啤酒炸鸡、意式千
层面……这让“舌尖上的山
大”迅速走红网络，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竟成了山大招生的
一块金字招牌。

这样，对爱校如家尤其是
爱美食如生命的我来说，自然
不能轻易放过，至今我已经带
领数位单位同事和同学重返
母校，品尝山大美食了。

而在我接触的一些单位
食堂则不然，一家独大，以次
充好、霸王条款，竟然连汤水
都要收费，饭菜质量自然难以
保证，员工吐槽也就不足为奇
了。

本报记者 宋磊

赵琳（化名）
（聊城某高中后勤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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