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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副教授】
有天武汉大学林教授

下课后在办公室休息，法
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冲进
来，对准林老师的右脸，吭
哧就是一拳。报道说：此
次暴力活动，是因为陈副
教授没评上教授，要挨个
收拾评委会的教授们——
想知道，有多少教授，就是
因为评委会怕挨打而被评
为教授的。

——雾满拦江（作家）

首先应检讨的是武汉
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评审程
序是否存在弊端；其次，评
定教授的条件是否科学、
合理；第三，是否存在打击
报复成分；第四，是否存在
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
暗箱操作情况；第五，整个
评审过程的思想教育工作
是否存在疏漏。
——秦培丰（大学教师）

对推进法治社会负有
重大责任的法学院的老师
竟然因为评职称而大打出
手，且打人者说要对评委
逐个收拾。这事发生在武
汉大学法学院。更令人不
解的是，从武大校级领导
到法学院领导居然都对打
人之事闪烁其词。由此推
断：打人的可能应该评上，
被打者确实该打？
——泰山顶上又一松（职员）

【其他】
徐霞客没赶上“门票

经济”的时代，他多次出
游，北到燕、晋，南到两广
和云贵，主要的花销是沿
途住宿和餐饮费，还有一
位旅伴和一头驴子的开
支。倘搁到现在，他要么
中断计划，打道回府。要
么辞掉旅伴，宰了驴，先到

“公路收费站”去打工，再
到景点餐馆去洗盘子，攒
够了钱再旅游。那部“游
记”也写不成了。

——方汉奇（教授）
发现北京最好的地

方，不在庭院深深的故宫，
不在残垣败瓦的圆明园，
也不在勉强可以荡起双桨
的北海，而是保存着湿地
和免票进入的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在那里，人可以扎
帐篷，结吊绳，可以迤逦漫
步，可以欢天喜地。

——刘志松（出版人）

大学生求职，别只盯
住几个好单位。多数好单
位都是权力角斗场，普通人
家很难进，侥幸进了也不可
能公平竞争。再说一个好
单位长期如此用人，终会变
成一个坏单位，找个可以发
挥自己才干的小或差点的
单位，有你的舞台你的空
间，才是理智之选。

——龚曙光（企业家）
栏目主持：武云溥

新华社报道，五一期
间，各种景区的“逃票攻
略”频现网络。海量信息
中，从三山五岳这些大好河
山，到苏杭这些旅游城市，
再到四川、云南这些旅游大
省，各种景区的详细逃票路
线、方法，在网上都能找
到，而且许多线路都有危
险，有的明确要求逃票者

“翻过去”“蹭过去”，可谓
惊心动魄。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
人尴尬又痛心的事情，它充
分地暴露了一些景区以经
济效益为惟一核心价值观
的负面影响。游客与一些
景区之间的关系，连最后一
丝温情面纱都不要了，就是
宰刀与脖子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一路捂紧钱包防不
胜防提心吊胆地躲避着各
种宰，而最终难逃门票这个

“刚需”口子，而攻略，从某
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无
奈的抵抗，这有点像超期收
费的公路上那些冲卡的车
辆，少给几元过路费不是终
极目的，而表达和发泄的意
味更浓厚得多。

无论是冲卡还是逃票，
都具有很大的风险和危险
性，都是应该毫不含糊地反

对的。但是，通过“逃票攻
略”反映出的民意情绪，必
须引起足够重视和反思，它
可能积少成多地使铜臭味
成为很多旅游景点的最显
著形象——媒体报道，张家
界的门票已贵过卢浮宫三
倍，而宝岛台湾甚至连日月
潭都不收门票，这样的比较
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其后果
是怎么样，不用想都知道。
虽然旅游景点属于资源垄
断性资源，但比之于其他垄
断行业，它的霸气还不足以
不在乎消费者用脚来投票。

“逃票攻略”是一种无
奈的抗争，更是一种信号。
在当下，消费者对于景区门
票价格的制定基本没有发
言权的现状之下，他们只有
通过“逃”的形式，来表达
着自己的意见。但景区管
理者们，请千万记住，这种
格局，有逐渐升级的可能
性，今天，大家逃避的，是你
景区的围墙和收费卡，而明
天，就有可能逃离的是你景
区本身。当你的价格与旅
游体验不再靠谱，而且成为
恶例的时候，景区入选的就
不是“逃票攻略”，而是“最
不能去的地方指南”了！

□曾颖（作家）

江苏卫视记者日前在南
京长虹路大市场暗访时，发现
了一种神奇的添加剂，“做红
烧肉的时候，加上一点这个

‘肉宝王中王’，有一股很特别
的香味，让人越吃越想吃，跟
罂粟一样。”专家分析，“肉宝
王中王”是一种混合添加剂，
成分十分复杂，对人体有伤
害。（5月1日《现代快报》）

都说饭店的红烧肉好吃
又漂亮，原来其中是有猫腻
的，此前，一些饭店的红烧肉
被曝光含有橙红色素等添加
剂，不过，这些添加剂比起成
分复杂的“肉宝王中王”，不
过是小巫见大巫。

一碗红烧肉就可能涉及
这么多种添加剂，餐饮企业
滥用添加剂之严重，由此可
见一斑。实际上，谁要有空
去餐饮调料市场去转转，琳
琅满目的添加剂品种，绝对
能挑战你想象力的极限。

食品添加剂由工业化的
食品生产，向传统的饭馆酒
店大规模蔓延，早已是公开
的秘密，那么，我们的监管部
门又在干什么呢？此前，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下
发通知，要求餐饮企业公示
其菜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并要求食品添加剂实行

“五专”——专人采购、专人
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
专柜保存。这样的要求不可
谓不严格，可问题是，哪个餐
饮企业会自觉公布其使用的

“违法添加剂”呢？
严控餐饮企业使用添加

剂，光有严格的规定还不够，
得有人来盯住餐饮企业。可
事实却是，被曝光的那么多餐
饮用添加剂，有几个是政府监
管部门抽查出来的？餐饮用
添加剂公示的制度已实施一
年了，又有几个餐馆酒店被
查出问题，受到了处罚？

我们的许多监管部门，
想出了许多“聪明”办法去监
督餐饮企业，如对餐饮企业
进行挂牌评级、约谈餐饮企
业负责人，给饭馆酒店厨房
装上远程监控的摄像头等，
不过，它们似乎对暗访抽查，
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反而忽视
了，而一家家媒体正是使用
这一方法，发现了一个又一
个餐饮业的秘密。

食品添加剂监管，坐在
办公室里永远管不出名堂，
对饭店厨房、餐饮调料批发
市场等进行高频率地暗访抽
查，这看似最“笨”的方法，却
是最有效，也是无可替代的。

□国华（职员）

■ 议论风生

别坐等饭店公示
“违法添加剂”

■ 第三只眼

景区“逃票攻略”
背后的民意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