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猪肉抹硼砂”

要加强事前监管

治“一元购”乱象
宜早不宜迟

■世象漫说

奚旭初： 网络上很多购物平
台以电子商务创新名义 ， 开设
“一元购” 等变相买 “彩票” 的
平台。 中国商联会媒 购 委 呼 吁
有 关 部 门 尽 早 介 入 调 查 。
“ 互 联 网 经 济 ” 崛 起 ， 让电
商 分 享 了 红 利 ， 然 而 面 对 商
机 ， 一 些 电 商 却 渐 显 利 令 智
昏 。 集坑蒙欺诈、 弄虚作假于
一声的 “一元购”， 就是一个例
证。 调查 “一元购”， 有关部门
应尽早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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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我错了”

■有感而发

喵喵猪： 在市场销售涂抹硼
砂的猪肉。 近日， 中山市第二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
以 被 告 人 王 某 犯 生 产 、 销 售
有 毒 、 有 害 食 品 罪 ， 判 处 其
有 期 徒 刑 两 年 六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三 万 元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是 最 重 要 的 民 生 。 “ 硼 砂 抹
猪肉 ” 是违法之举 ， 当然应该
严查重罚 ， 可除了事后的严惩
外 ， 还应该加强的是事前的监
管， 不让问题猪肉流入市场显然
更重要。

■每日观点

□苑广阔

警惕网络谣言背后的“蝴蝶效应”

谣言被戳破了， 但我们
必须对此有所警醒与反思 。
像 “樱桃核中毒” 这种网络
谣言， 和其他一些谣言又有
不同之处， 它所带来的社会
影响， 很多时候会超过我们
的想象。

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热衷网
购， 一些网店商家看到其中的商
机， 开始宣称一些食品为 “儿童
专用”。 工商部门提醒， 目前国
家还没有所谓的 “儿童食品” 相
关标准， 消费者对 “儿童专用食
品” 应当谨慎。 （5月26日 《京
九晚报》）

近年来， 不少食品商家赚钱
无底线， 乱打 “儿童” 牌， 在多
类食品上标注 “儿童” 二字并大
肆宣传， 高价出售。 孩子家长很
容易被 “儿童专用” “幼儿” 之
类的字眼所忽悠， 不计成本地争

相抢购。 这些所谓 “儿童食品”
一般包含 “四多 ” ———多添加
剂、 多糖、 多盐、 多油， 给孩子
们带来健康隐患。

国家在制定食品添加剂标准
时， 是以60公斤的成人为标准制
定的， 在婴幼儿和成人之间的儿
童群体， 没有允许摄入添加剂的
具体标准， 其添加量没有考虑儿
童身体的安全因素。 而在儿童食
品的标签标示方面， 国家标准与
法规也很少， 目前只果冻一个标
准规定了产品标签要标示食用安
全警示。 当务之急是， 针对3周

岁以上的低龄儿童经常食用的食
品， 制定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
要求生产厂家在生产 “普通版” 的
同时推出 “绿色儿童版”， 以供儿童
和家长选择。 “绿色儿童版” 食品
可以使用的添加剂种类应该更少，
允许添加的限量应该更低。

国家还应尽快出台规定， 要
求在真正适合儿童消费的休闲食
品或饮料上有醒目标识， 在产品
外包装或说明中写清楚成分并标
注配料表， 明确标注食品营养成
分和能量值等情况， 以帮助消费
者作出正确选择。 □廖海金

公考面试培训
为何敢叫嚣“天价”

近日 ， 一段 “樱桃核有毒 ，
5颗毒倒成年人” 的视频在微信
朋友圈热传。 记者向医学、 营养
学专家求证， 专家表示， 这一消
息为假命题， 樱桃核致病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 （5月26日 《京华
时报》）

这无疑是一个很具欺骗性和

迷惑性的网络谣言， 首先它刻意
拿健康和生命说事儿， 而这恰恰
是时下网友在微博、 微信上面最
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其次， 它祭
出一些普通网友难以理解的科学
名词与医学概念， 比如 “氰苷”
“氰基离子” “胃酸转化” 等等，
既让大家信以为真， 同时又加剧
了担忧的心理 。 从这个角度来
说， 这无疑是一个 “成功” 的网
络谣言 ， 但是网络谣言越 “成
功”， 它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也就
越大。

而在各种科学和医学名词的
包装之下故弄玄虚的 这 则 “樱
桃 核 谣 言 ” ， 在 真 正 的 医 学 、
营养学专家看来却十分可笑 。
按 照 专 家 的 说 法 ， 临 床 上 氢

氰酸导致人中毒的剂量， 约为每
公斤体重摄取2毫克左右。 假设
每克樱桃核仁能 “产生” 50微克
氢氰酸， 一名体重60公斤的成人
吃下2.4公斤樱桃核仁 ， 才会出
现中毒症状。 试问， 一个人一次
吃下去2.4公斤樱桃都不太可能，
又怎么可能去吃下去2.4公斤樱
桃核仁？

谣言被戳破了， 但我们必须
对此有所警醒与反思。 像 “樱桃
核中毒” 这种网络谣言， 和其他
一些谣言又有不同之处， 它所带
来的社会影响， 很多时候会超过
我们的想象， 甚至在有关专家和
学者进行辟谣以后， 也已经于事
无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
样的谣言一旦得到广泛的传播，

就会对公众购买和食用樱桃产生
影响， 导致大家都不敢去购买和
食用樱桃了， 而这又反过来会对
种植樱桃的农民和种植户带来严
重影响， 导致樱桃滞销， 利益受
损， 甚至是血本无归。

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因为在
以往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
情， 不管是当年的 “香蕉致癌 ”
还是 “西瓜致癌”， 都让香蕉产
地的蕉农以及西瓜产地的瓜农蒙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网
络谣言所带来的 “蝴蝶效应” 的
最大危害。 尤为令人担忧的是，
不管是樱桃还是西瓜 ， 都是 时
令性水果 ， 并不易长久保存 ，
所 以 即 便 一 些 网 络 谣 言 最 终
得 到 了 辟 谣 ， 但 是 之 前 所 造

成的负面影响要想彻底消除 ，
却具有一 定的延后性 ， 所以对
农户和种植者所带来的损失， 已
经不可避免。

对此， 我们当然要依靠法律
手段依法治谣， 严肃追究那些恶
意制造和散布谣言者的责任， 但
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网友来说，
他们也许并不是恶意传播谣言，
甚至很多时候还是出于好心与善
意， 担心自己身边的人 “中毒”。
对此， 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网友
们多点分辨意识和谨慎心理， 也
多点社会责任感， 不要好心办坏
事， 成了各种网络谣言的帮凶。
毕竟 ， 在老家种樱桃 ， 种西瓜
的， 可能就有我们自己的家人与
朋友。

近日， 四川工商学院有学生因为逃课， 被班级辅
导员罚抄3500遍 “我错了”， 该辅导员还将学生们写
满 “我错了” 的手抄本拍照发了朋友圈， 随后这些照
片在网上大量流传并引发热议。 该辅导员称， 初衷是
想让学生好好学习， 不要虚度年华。 （5月26日 《成
都商报》）

□赵顺清

保障儿童食品安全要标准先行

8岁孩子被砸死 谁来担责？
近日， 福建省2016年考录

公务员笔试成绩公布， 有一万
多名考生进入面试环节。 每年
此时， 社会上各类的面试培训
班都将迎来一年一次的旺季，
不少培训机构更是推出数万元
的 “不过全退” 面试套餐， 吸
引大量考生报名。 而业内人士
表示， “不过全退” 多是培训
机构营销的噱头。 （5月25日
《海峡都市报》）

如今， 体制内光环依然吸
引人， 考入公务员队伍， 无疑
是很多人的梦想 。 正因为如
此， 对于培训机构来说， 其必
然会抓住考生的心理思维， 故
意以天价培训班来赚取不菲的
利润。 应该说， 出现天价的面
试培训班， 与培训机构的忽悠
能力有关。 但是， 天价公考面
试培训班能够频繁出现， 并且
吸引如此多的考生报名， 值得
进一步反思和警醒。

其实， 天价公务员面试辅
导班的背后 ,凸显了公务员面
试模式的单一。 公务员面试的
目的 ,就在于考验考生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 ,假如沿用固化的
面试方式 ,只能让考生不断走
上面试的 “老路”。 于是,培训
机构采取 “模版教学 ” ,培养
出一个个举止相同、 答题思路
相同的 “木偶”。 在这种模式
下 ,考生已经失去了自我 ,而千
篇一律的作答模式 ,也难以实
现优中选优的目的。 正因为如
此， 模版化的面试形式面前，
就会衍生出模版化的答题思
路， 培训课程 “天价”， 也就
成为了一种必然。

如此之下， 就目前的公务
员面试模式来说， 其实也应该
改善和创新， 不要总是侧重于
固定的模式。 尤其是， 考生的
能力和水平 ， 体现在方方面
面， 不止是一场面试中的形象
和答题方式所能决定的 。 那
么， 公务员面试不妨走多元化
路线， 从多个方面考察和检验
考生的真实本领， 如此不仅能
够实现优中选优的目的， 而且
天价培训班也不会再有存在的
市场。

□刘建国

五个小孩在公园内玩耍， 一
棵枯树被他们选中成了 “玩具”。
其中， 四个小男孩在抬起树后 ，
决定比赛谁松手后跑得快， 年仅
8岁的锐锐不幸被砸中成了这场
游戏的 “牺牲品 ”。 （5月25日
《法制晚报》）

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消逝
了， 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仔细
梳理这起案件的全过程， 我们就
会发现， 这原本是可以避免发生
的一场悲剧。 首先， 几个小孩子
在公园内玩耍， 为何没有监护人
在场？ 8岁的小孩没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他无法判断自己的行
为是否具有危险性。 所以， 监护

人也应承担监护不周的责任； 其
次， 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应
该对所管理的经营领域、 或活动
领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由于公
共场所的服务、 管理或组织工作
中存在疏漏也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 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 就
像在本案中， 对这棵枯树未设置
警示标志、 安全提示不到位、 未
尽到注意义务。 假如及时将枯树
挪走或用设施隔离起来， 也不会
发生悲剧。 再次， 由于儿童对潜
在危险缺乏识别能力和防范能
力，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该采取
措施， 使未成年人与危险隔离，
以免发生不测。

为了让更多的小孩安全度过
儿童期， 作为家长， 一定要精心
照料孩子 ， 决不能让小孩 自 己
到 公 共 场 所 玩 耍 ， 用 老 话 说

就是对儿童要 “不离手”。 对于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一定要排除
一切安全隐患， 履行最高的安全
保障义务。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