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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凶铃”】

看一报道：林女士凌
晨回家，发现小区停车位
已满无法进入小区，气愤
之余长按喇叭接近 20 分
钟，被吵醒业主怒砸其车
窗和挡风玻璃，双双进了派
出所——按喇叭有错，不该
在半夜这么做；他人再有
错，不该来把玻璃砸。

——刘洋（律师）

想起当年，晚上 10 点
小区里一车因按喇叭，与
楼上发生口角，车主长按
喇叭叫嚣“我就按，一直按，
有种你下来”，有人报警，不
一会警车到，警察下来跟
车主说了一句话，车主当
时就停了。这句话是：“你
不怕你的车被砸被划花？”

——宿宁（媒体人）

本来是之前停车的人
没有公德心，堵了后来人的
路，结果这后来人也不含
糊，你不让我进，我就不让
你睡！这回整小区的人都
怒了，砸你车！这是一种

“每一步都选择最恶心的方
式解决问题”的模式。
——驰疆驰疆（大学生）

小区停车的确是个问
题，也不能全部怪车主，物
业收了费用却不做事。有
些没车位的车主擅自占用

别人的车位，或者恶意将
自己的车堵在别人车位
前。归根结底就是物业收
费后不管理造成的！

——张献（经理人）

话说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校长告诉毕业男生找女
友找“白富美”已经 OUT
了，现在流行找“甜素纯”
（甜美、素雅、纯洁）。个人
以为，“白富美”太奢侈，

“甜素纯”太梦幻，还是“白
素真”比较靠谱。
——董路（足球评论员）

顶着 38℃高温，带着
老妈和孩子去了颐和园，
长廊里人多得不可思议。
北京还能不能再多些市民
周末休闲的地方啊，这座
城市已经足够繁忙，但是
太不够悠闲。闲心闲情闲
工夫闲地方才是一个城市
市民生活质量的标准吧。

——于丹（教授）

绿灯一亮就过马路，行
至半途红灯已亮。自忖步
行速度不慢。我还是三十
多岁正值壮年，若是老弱病
孕岂不是更加危险？呼吁
各城市交管部门重新测定
一下行人过马路的时间与
红绿灯的匹配度，守法人更
不该被置于危险之地。
——光头王凯（主持人）

山西吉县日前宣布人祖
山考古发现疑似女娲遗骨，
称 经 过 23 名 权 威 专 家 认
定。随后众专家否认“认定
女娲遗骨说”。当地称出土

“女娲遗骨”通稿系县委宣传
部原副部长李思义“添加感
情色彩”撰写，目前已自请处
分。而 6 月 12 日，吉县县委
书记毛益民就人祖山一事接
受采访，将人祖山喻为“引领
吉县经济腾飞的新坐标”。（6
月18日中广网）

尽管宣传部副部长自请
处分，但此事的影响却远未
结束，网友们推测，在各地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冲
动中，不久的将来还会出土

“太上老君的头盖”和“孙悟
空的肋骨”之类奇闻。个别
地方在这种冲动下干出的包
括抢名人的出生地，炒作各
种庸俗的民俗，甚至为假古
董进行大投资，都不是过去
式，而是未来式。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不
尊重旅游市场规律的盲动。
发现名胜和重修古迹，从来
都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无
中生有。某地有不错的旅游
资源，如果再发现美好的传
说或令人惊叹的古迹，无疑
会增加游客选择的几率。但

如果完全是无地起楼台，编
造出一个故事、造一堆想当
然的古董，最终的后果只会
是费大力气买来一堆恶名，
搞出个劳民伤财的闹剧。

对于文化与古迹，某些
人抱的态度不是敬畏而是利
用之心，前者尊重历史尊重
科学，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后
者则是轻浮浅薄想当然，只
要能为我所用，就不惜精力
和笔墨吹得天花乱坠。论热
闹程度和见成效速度，前者
显然不及后者，但论价值，后
者却永远不及前者。但遗憾
的是，在某些地方，主事的官
员们因为政绩考量，选择后
者的几率远远大于前者。

有人说：通过女娲遗骨
这条“新闻”，很多人确实知
道了山西有个吉县，还有个

“人祖庙”，客观上也算是起
到了宣传当地的目的。但这
个“名”，恐怕并非让人人心
向往之的“善名”和“美名”，
而多少有些不实诚不靠谱的
感觉，这种感觉能否引领和
支撑一个县的经济腾飞，恐
怕就比考古中发现的那两块
骨头是否是女娲的骨头更玄
疑了。

□曾颖（作家）

“女娲遗骨”
是一场闹剧

■ 议论风生

应建立“工业盐
流向追踪”制度

酱油行业“追捕工业
盐”行动尚未偃旗息鼓，广东
佛山另一食品领域———
猪血加工又被指滥用工业
盐。近日，佛山肉联厂被曝
在猪血内添加工业盐及工
业三聚磷酸钠（一种洗涤剂）
等辅料，然后做成动物饲料
或者直接流入市场。而据

《广东省盐业管理条例》，饲
料生产也必须使用食用盐。

从酱油到猪血，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工业盐的影子
似乎无处不在。频繁发生
的食品安全隐患事件提醒
有关部门，建立“工业盐流
向追踪”制度迫在眉睫。

这一事件暴露出那些
重要化工原料监管上存在
的漏洞。这其中，工业盐的
买卖完全没有任何门槛，

“你要多少，下订单即可”，
任何企业和个人可以予取
予求，随意购买，缺乏一条
清晰的流通脉络。同样的
情形也出现在此前的工业
盐酱油案例之中。工业盐
侵入食品领域如此肆意、缺
乏遮掩，不免让人惊悚。

再以工业盐猪血为例，
从上游供货环节，到猪血生
产企业肉联厂，再到猪血经
营企业，一直到终端的食品

市场、饲料市场，都是一笔
糊涂账。肉联厂在猪血中
添加工业盐固然习以为常，
毫无遮拦，任人围观；就是
那些添加了工业盐的猪血，
其最后的流向也含含糊糊，
不知其详。这一事件提醒
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应该实
行全环节监管、网格化监
控，而不能到处都是漏洞。

监控工业盐的流向涉
及多个环节，譬如从运输环
节掌握工业盐产品的走向；
对生产、加工新品种食盐和
非食用盐实行备案管理；对
企业经营其他用盐的实行
审批制度等。

就佛山猪血工业盐事
件来看，一方面，有关部门
的监管网络还应该覆盖更
细密一些，猪肉要管，猪血
也要管，直接进入市场的
食品要管，先作为饲料、然
后辗转变成入口肉食的猪
血，同样要加强监管；另一
方面，建议有关部门尽快
制定相关规定，严格监管
工业盐的使用，建立流向
追踪制度，方便有关部门
迅速查清工业盐的去向，
以杜绝部分不法商人浑水
摸鱼的可能。

□胡印斌（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