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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名声在外，阿胶食品
很受欢迎。近来有媒体报道称，
有些阿胶厂家使用牛皮边角料
甚至骡马皮做“阿胶”，更有企业
以这样的“阿胶”为原料生产“阿
胶糕”。这些假冒伪劣的阿胶
糕，在厂家自制“检验合格”报
告的掩护下，堂而皇之地通过
电商渠道流入市场。

据专业人士分析，如此得
来的“阿胶”和“阿胶糕”，非但
起不到应有的滋补作用，还有

可能危及人的身体健康。与此
同时，涉嫌掺假制假的“阿胶”
产品，往往以价格优势为噱
头，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
序，对阿胶这一经历千百年历
史积淀的品牌，造成难以想象
的冲击。

相 关 调 查 报 道 刊 发 之
后，引起了舆论热议，首先应
该明确的是，只要不使用纯
驴皮做原料，都属于假冒伪
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对阿胶的定义，就是驴皮
制成的固体胶，消费者购买
使用阿胶制品，也是冲着驴
皮胶的特殊作用去的。只要
相关产品以阿胶或阿胶食品
的名义进入市场，就绝不允
许在原料中掺杂其他动物的

皮，没有什么讨论余地。
厂商们肯定也明白这些

道理，但既想赚钱又不愿意付
出成本，就使出了掺假制假的
手段。那些强调“牛皮胶”“骡
马皮胶”在口感上以假乱真、
在成分上差别不大的人，如果
真能用低成本的牛皮或骡马
皮生产出具有阿胶作用甚至
更高一筹的新产品，并以此打
造新的品牌，倒也算得上有本
事。可他们恰恰是因为不愿付
出应有的成本，也不愿为产品
研发和品牌树立花费时间精
力，无非是身处阿胶产地，蹭
阿胶的“热点”。这种行为不仅
于法不容，更突破了诚信经营
的道德底线。

占惯了“地利”，蹭惯了

“热点”，这些掺假制假的厂
商肯定忘了，阿胶品牌的树
立有多么不易。阿胶蜚声全
国乃至全世界，靠的是一代
一代人的精工细作，靠的是
千百年的口碑积淀。而掺假
制假不仅仅带来了低劣的产
品，更伤及消费者对阿胶品
牌的信任；靠降低成本抢占
市场的做法，更是开启了恶
性竞争，挤占了合法经营者
的容身之地。长此以往，阿胶
品牌很可能就被毁了。

这样的结局对谁都没有
好处，而守住法律与道德的
底线，才是对待地方特色品
牌的最好态度。把阿胶品牌
保护好、利用好，有赖监管部
门的积极作为，也离不开每

一位生产经营者的自觉。目
前，针对相关报道，东阿县已
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
事企业进行调查取证，并将
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对违法
厂商严惩不贷，对制假售假
的零容忍，只有各方形成合
力，才能“熬制”出良好且持
久的品牌形象。

不能否认的是，阿胶以及
阿胶制品有其特殊性，监管难
度很大，不法厂商也正是看中
了这一特点，或打擦边球，或
隐秘行动，掺假制假的行为很
难根除。也正因如此，监管部
门一刻也不能放松，既要以行
动积极回应媒体监督，更要把
同样的速度和力度用到日常
监管当中。

越是知名品牌越需用心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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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恶心事”，我们更需要“慢愤怒”

□王昱

日前，山西介休发生了一起
猥亵幼童案。一名男子尾随两名
小女孩进入电梯，在电梯里对两
名女孩轮流强吻，女孩几次挣脱
又被强行拖回，整个施暴过程一
分多钟。一时间，朋友圈再次被
愤怒与恐惧“刷屏”。

愤怒者，咒骂、诅咒猥亵者
“禽兽不如”；恐惧者则忙着转发
各种儿童应急自保的帖子。情绪
堪称强烈。不过，凭以往经验，

“风波”很快就会过去。恐怕用不

了多久，公众就会将目光转向下
一个新闻热点。甚至连受害者及
其家属，也会对这件“恶心事”实
施选择性遗忘。

愤怒与恐惧，也算是人们面
对侵害时的常态。如果我们只是
生活在自然界里的“自然人”，这
种应激状态是无可厚非的。但
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国家里
的社会人，我们难道不应当将这
种愤怒和恐惧拖得更持久一些，
并将其“发泄”到合适的地方去
吗？

猥亵儿童这类的“恶心事”
之所以时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现行法律对该类事件的
处罚过于轻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
二款的相关规定，犯猥亵儿童罪
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聚众或在公共场合作案可加
刑）。与给孩子造成的巨大心理
创伤相比，这个判罚标准太轻微
了。发达国家对该类案件的处罚
大多是十年起刑或化学阉割。更
狠的是美国，根据1996年颁布的

《梅根法案》，犯案者不仅要被从
重处罚，其个人信息还将被永久
在网上公之于众。有些州还要案
犯出狱后，在住所张贴醒目标
志，提醒邻居提防此人。

发达国家对猥亵儿童者的
严刑峻法，也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以美国的《梅根法案》为

例，其之所以被命名为“梅根”，
是因为1994年一位同名7岁小
女孩在新泽西州被一名儿童猥
亵惯犯所奸杀，受害者父母由
于痛感当时的法律对猥亵儿童
者惩处过轻（案犯此前两次被
判刑却早早被假释，隐瞒前科
继续作恶），与同情者们展开了
一场旷日持久而声势浩大的修
法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
于在联邦层面推动该法案通
过，又用了8年时间，才让该法
在各州彻底铺开。不难想象，在
美国推出这样一项法案是多么
困难。可是，梅根的父母和支持
者们坚持了下来，社会舆论也
对此事持续关注，乃至该事件

十周年时，美国各媒体整版刊
发对猥亵儿童问题讨论。

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慢
愤怒”。面对猥亵儿童这样的恶
性事件，产生愤怒、恐惧之类
情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
是，仅有应激性的情绪表达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努力
让快速转换的情绪转变为一
种持久性的态度，让集聚的
心理能量最终内化为一种体
制机制上的建设性力量。否
则，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找到恶
性事件的应对之策，看似正当
的情绪表达也会流于浮浅。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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