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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1.2 月 21 日 A10 版

《孕妇躲查暂住证 藏
身床下两小时》（编辑：
王殿学 校对：李新荣）
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3
行中的“曹大凤”应为
文中其他地方所说的

“蔡大凤”。
2.2 月 22 日 D09 版

《地 震 改 变 了 旅 游 人
数，还有产品构成》（编
辑：许晓静 校对：郭利
琴）一文，文中提到的

“ 詹 建 军（以 下 简 称
鲁）”应为“詹建军（以
下简称詹）”，第 2、3 栏
中两处黑体字“鲁”均
应为“詹”。

3.2 月 22 日 D15 版
《展会拓展极限运动》
（编辑：许晓静）一文，
第 1 栏倒数第 2 行中提
到的品牌“Hagl·fs”应

为“HaglO. . fs”，第2栏第5
行中提到的品牌“BO⁃
GER”应为“BOGNER”。
【文字更正】

2 月 22 日 B11 版
《“可买高档第三者责
任险”》（校对：何燕 编
辑：常惠芳）一节，第 1
栏倒数第 2、3 行“一但
发生意外”中，“一但”
应为“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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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没有“活熊取胆”，人类会损失什么？
哪怕熊胆产品是人类的必须需求品，也必须遵循减少、替代和优化的原则来获取。更

不必说，现在很多熊胆制品是用于保健品，属于应予克制的奢侈需求。

昨日，归真堂面向媒体
记者开放其熊场，有媒体记
者称，看不出被取胆汁的活
熊有痛苦。但是，亚洲动物基
金指出，无论是哪一种取胆
方式都非常不人道。数据显
示，165头被使用无管引流术
取胆的熊，99%患有胆囊炎，
还有很多黑熊死于肝癌。

显然，归真堂的一次“开
放”，无法消弭公众对“活熊
取胆”的质疑。人们关注“活
熊取胆”是否对熊造成伤害
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本质
问题是，在人的权利、需求和
动物的权利、需求之间，该如
何寻找一个平衡点。

迄 今 ，人 类 的 衣 食 住
行，处处离不开动物。与其
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不

如说没有人的需求就没有
对动物的杀戮。因此人必
须控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
否则，欲壑难填，必然会招
致 对 动 物 更 多 的 杀 戮 利
用。由此，就需要分清人的
哪些需求是必须的，哪些是
不必要的和奢侈的。

人的必须需求包括食
品、衣物和医药，因此，向动
物予以一定的索取是必然
的。比如，国际上普遍利用
动物做实验，其中有的用灵
长类动物（如黑猩猩、猕猴
等）做实验，可能比“活熊取
胆”还要残忍。

尽管用动物做一些实
验，其目的是要研制肝炎和
艾滋病疫苗等，这是人类所
必须的需求。但这种做法

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理由是，不能为了人的权利
而完全牺牲动物的权利。
因此，欧美提出了使用实验
动物的三项原则，即减少、
替代和优化。例如，2011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投
入1300万美元，创建了一个
计算机模拟的小白鼠，希望
在以后少用小白鼠做实验，
这也是保护小白鼠的权利。

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
敬畏，见证着一个社会、一
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来
越多的人反对“活熊取胆”，
其实不仅是难以忍受活熊
承受的可能的伤痛，更是表
达着自身对文明的认可和
追随。与熊胆类似的虎骨、
犀牛角、麝香制品等行业，

起初虽因能治疗很多疾病，
曾被归为人类的必须需求，
但近年也相继被明令禁止，
这既是出于保护濒危物种
的需要，也是社会一步步走
向文明的见证。

人们应认识到，像“活
熊取胆”这样以伤害动物权
益来谋求人类自身福利的
行为，有背离文明化进程
之嫌，理应处于自然萎缩、
逐步淘汰的过程。据世界
保护动物协会有关人员介
绍，利用熊胆的传统主要在
亚洲，尤其是韩国和中国。但
韩国去年已宣布，要在10年内
退出这一行业，而且韩国是把
熊养到10岁时杀死取一次胆，
活熊取胆是禁止的。

由此可见，哪怕熊胆产

品是人类的必须需求品，也
必须遵循减少、替代和优化
的原则来获取。更不必说，
现在很多熊胆制品是用于
保健品，属于应予克制的奢
侈需求。更何况，天然熊
胆，也并不是完全无可取
代。据药物研究专家表示，
人工熊胆项目已完成批量
生产前的全部工作，一旦通
过国家审批，人工熊胆将能
正式进入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归
真堂却反其道而行之，谋求
上市、希望扩大“活熊取胆”
的产业模式，难免会引发舆
论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绝
对不是一个现场观摩就能
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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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补钙”
咋不见权威提醒

据 报 道 ，一 项 调 查 显
示，在国内，接近九成的家
长会接受医生的建议，在宝
宝六个月之前就开始给孩
子补钙。也就是说在医生
眼中，中国几乎所有的孩子
都缺钙。而事实上，“全民补
钙”很扯淡，对于许多孩子来
说，根本就不需要补钙。

就我国目前的生活水平
来说，不会有 90%的婴幼儿
营养不良。全民补钙的发
生，一定程度上再次证明了
国民科学素养的缺失。但这
一状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对于家长来说，从电视广告
上看到的是，必须补钙；从医
生那里听到的也是，必须补
钙。家长可以不相信广告，

但很难不相信医生。
这才是症结所在，很少

有权威理性的声音来纠正
和提醒。这些年来，一些医
生为了一己私利而蛊惑家
长给孩子补钙，何尝有公共
部门对此作出提醒？电视
充斥着补钙广告，何尝有监
管部门对此进行纠正、科
普？在“全民补钙”的浪潮
中，卫生部门、科技部门、广
告监管部门，尽到告知的责
任了吗？ □毛建国（编辑）

教材涉嫌抄袭
孩子会怎么看

《新京报》报道，近日，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从他
女儿的口中得知，人教版小
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的《同步
阅读》中一篇署名“江江”的

《树的故事》和图画书《爱心
树》内容几乎一样。版权专
家称“江江”涉嫌剽窃。人
民教育出版社接受采访时
拒绝就此事回应。

虽说涉事教材内容只
是出自于小学语文教材的

《同步阅读》，是小学语文的
辅导类教材，但这也不应该
成为其抄袭的理由。一者，
正式出版的书籍，都不能违
反《著作权法》；二者，此类教
辅的阅读群体为广大小学
生，不能提供“抄袭”的范例。

对涉嫌抄袭教材当有
“零容忍”态度。希望人教
社能够给公众一个满意的
答复，希望政府版权部门尽
快调查并追责，是署名有
误，还是确系抄袭；是有意
而为之，还是傲慢态度下的
无心之笔？都应该给广大
读者解释清楚。哪怕是教

材，也不可能绝对不犯错
误，但如果明知是错误还沉
默应对，这样的态度很不可
取。更何况，版权问题应是
一个出版社的错误底线，这
样的问题必须要给出合理
解释。 □济北南（教师）

儿童“急诊”
真是让人“急”

前天在《新京报》特别
报道版，看到一个北京三甲
综合医院儿科就诊指南，在
指南中笔者看到门诊时间
白天多在早 8 点到下午 5
点，夜里基本都有急诊，有
的甚至是急诊 24 小时。但
是，笔者不知道各家医院夜
间急诊有几位大夫值班呢？

前些日子，孩子夜里发
烧，9 点多的时候，我带孩子

去友谊医院挂急诊。然而，
挂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前
面还有 50多号，只有一个大
夫在看，至少要三个小时才
能看上病。

我赶忙带孩子去了儿
童医院，不曾想到，儿童医
院里急诊也只有两位大夫
在坐诊，在我前面还有 40多
位，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
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本以为挂了急诊能早一些让
孩子看上病，没想到这“急”
变成了家长的“着急”。晚上
一般带孩子去看病的，都比
较着急。再等待两三个小
时，真的是急上加急。

各大医院的急诊科，能
否根据病人情况，动态调配
医生，患者多的时候多安排
两位医生坐诊，让病人等待
的时间短一些呢？

□西风（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