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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油企

真的地沟油

□

温国鹏

据公安部介绍，3 个月以来， 全国

共摧毁 60 个地沟油犯罪网络，涉及 28

个省份。 重庆警方介绍，在打击“地沟

油”行动中发现，当地正规食用油生产

企业参与其中。 一边的油罐存着食用

油， 一边的油罐存着地沟油。 只要打

开阀门， 依靠深埋在地下的一根特殊

管道， 两种油就会按照事先设置好的

比例勾兑在一起。 （详见本报昨日 3

版）

已经让我们纠结了很久的地沟油

却还有能力制造让我们继续纠结的理

由，明明是正规的油企却搞起了制售地

沟油的勾当，真和尚却偏偏要念假经，

让人怎一个“震惊”了得？

毫无疑问，真和尚念假经显然较之

假和尚念假经更具有隐蔽性，其杀伤力

也更大。 面对尴尬的现实，首先要承受

我们怒火的自然还是不给力的监管，的

确，法网严密，可以把鬼变成人；法令无

力，难免把人变成鬼。 正规油企的蜕变

很难说与监管不给力无关，可问题是，

这样的重复追问除了让民众更加郁闷

之外还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正规油企也下了水，这让民众很受

伤，它们自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

话又说回来了，需要动真格的何止是一

个制售地沟油的油企？ 在最让民众纠

结的食品安全领域，频频爆出问题的企

业有多少是平常看起来宝相庄严的真

和尚？

企业应当有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的

血管里应当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些已

经说滥了的调子我们不想再提。 当利

益这个魔鬼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把任

何企业拖入罪恶的深渊，当企业对于不

义之财的狂热追求竟然能轻松挣脱法

律与道德的双重枷锁的时候，这样的说

教似乎有点儿太过无力。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提醒

那些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座右

铭的企业：一个想要做大做强的企业不

可能追求一时的投机取巧，一个为蝇头

小利而丧失底线的企业注定难以触摸

更大的利益。 真和尚也念假经，早晚要

被逐出山门，一如那轰然倒下的三鹿。

当企业不肯为我们的身体健康负

责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提醒它们对自

己负责； 当民众要求企业对良知负责

的哀号已经无法激起某些企业的怜悯

之心时， 我们只希望企业能为了自己

的未来考虑。 这是在职能部门的监管

与社会道德的要求面临双重尴尬的时

候，我们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后的依仗，

尽管这样的哀求中透露出太多的无奈

与凄凉。

牵绊家庭的是爱 牵绊社会的是信

□

盛翔

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公布了代表今年日本社

会世相的“年度汉字”———绊。 今年“绊”字出线

的理由是：大地震之后，人才知道身边的人，不

管是家人或是亲友， 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有多么

重大，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是不可分离的，就像是

有联系，有纽带一样，亲友会让我们一生都放在

心上。 这样的感受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同样

也有；只是过了这么几年，一切似乎又重新恢复

到了往常的轨道，曾经对生命的那份感悟、对生

活的那份感动， 慢慢地重又被丢弃在为生计快

速奔忙的脚步里。

从几年前开始， 国内很多单位也在评选年

度世态汉字，去年当选的“涨”字自从评选开始，

已经当选过好几次了。 而今年，网友推选的入围

汉字中，最多的是一个“信”字。 对，就是“至于你

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那个“信”字。 如果说牵

绊一个家庭的是爱， 那么牵绊整个社会的则是

信。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云，民无信

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对于政府部门来

说， 公信力更是需要像鸟儿保护羽毛一样地保

护。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公众不信的东西或者

强制被要求相信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社会诚

信缺失已成道德滑坡的最主要表现。 各种数据

注水、拉闸限电冲刺节能减排、临时工、“戴套不

算强奸”、“我反正信了”……那是政府的信誉有

问题；郭美美事件、黄河女儿雕像……那是公益

慈善机构普遍出现了信任危机； 而在商业领域

呢，地沟油满地流，直接流入百姓餐桌；做假药

的不是突然就多了， 而是查了才知道原来一直

这么多……社会上的诚信病更是一点不轻，碰

上一个老人跌倒在地上， 甚至都没人敢上前去

搀扶，不跟陌生人说话已经是常态，要是遇上一

个好人，准当是个骗子……

有时候，当我们失去某些东西的时候，才发

现那东西的宝贵。 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有真

实降临到自己身上，才能真切体会得到。 正如我

们都需要一根亲情的纽带， 需要一份家庭的牵

挂；放大到整个社会上，当人与人之间连最基本

的诚信都失去， 时时刻刻必须提防着必须伪装

着，生产馒头的不敢吃自己生产的馒头，修路造

桥的人不敢坐从这条路经过的火车， 他们以为

这就足够精明， 殊不知别的行业从业者也都和

他一样想，大家以毒攻毒，彼此彼此。 造假药的

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地沟油， 产地沟油的不知道

自己嗑的是假药。

没有诚信、公信，自然不会有信誉、信赖；没

有信誉、信赖，当然更不会有信念、信仰。 社会需

要重建诚信，公共部门需要重建公信；牵绊家庭

的是爱，牵绊社会的是信。

“登报道歉”与陶行知发糖

□

马广志

小楠与同学说话间骂了邻班梁老师一句

“彪子”， 被梁老师要求道歉。 虽然父母委曲求

全， 提出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道歉， 仍未获同

意，只好按照梁老师的意思，花 260 元在报纸上

登了一份公开道歉信。（详见本报今日 8 版）

师道尊严，学生竟敢出言不逊骂老师，的确

不该。 但若是按少年常情，就是调个皮罢了，何

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按梁老师的说法，此举是为

了“维护老师尊严”。 但如此决然地对犯错的孩

子和家长说“不”，对孩子一点宽容心也没有的

教育方法还谈何“尊严”呢？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

陶行知先生为违纪学生发糖的故事———

陶行知当小学校长的时候，有一天，陶先生

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让

他到办公室等候。 陶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

候。 陶掏出一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

你比我按时到了。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

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住手

了，说明很尊重我。 ”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

陶又说：“你打同学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 说明

你有正义感。 ”陶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

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应

采取这种方式。 ”陶又掏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

错，再奖励你一块，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

面对“肇事者”，陶先生“反其道而行”，一颗

颗糖果、一句句奖励，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人格

的尊重。 没有批评，没有斥责，没有让学生写一

份检查，更没有唤其家长来校“共同教育”，却产

生了理想的教育效果。 和那些“疾风暴雨”似的

教育方式相比，哪个更有效？ 答案不言而喻。

当面对犯错误的学生时， 是首先考虑到维

护他们尊严，还是动辄穷追猛打，将他们逼上没

有退路的绝境呢？ 联想起近几年上演的一出出

因教育方式不当而引发的校园悲剧， 哪一幕不

是与此有关？ 对于走在成长道路上的学生来说，

老师应该明白， 学生有意或无意犯下一些错误

属于正常现象。 想要惩罚犯了错误的学生时，不

妨先想一想陶行知先生的“发糖教育法”。

“惹不起”不只是“红盾”的尴尬

□

王国荣

网上流传有“三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

膀扎领带、 自行车骑八十迈， 看了令人会意一

笑。 可是有的“惹不起”，却让人笑不起来———今

年 8 月 8 日的《邯郸晚报》头版刊登文章称，举

报问题食品可获奖励 10 万元，当地律师殷清利

以拍照 、 请工商现场查处等手段举报问题 10

起，可接连 4 个月奔波得不到奖励不说，竟无一

起得到工商处理结果，工商部门甚至向他坦言，

小工商所惹不起大超市。 日前，殷清利以超期不

结案为由，将工商部门诉至法院。

“工商惹不起超市”，显然没道理呀，堂堂政

府职能部门，执法人员都穿有“红盾”标志的制

服，而且有强有力法律法规做后盾，何以这么惧

怕被自己监管的经营企业， 面对消费者多次举

报问题食品，竟做起了缩头乌龟？

承认“惹不起”，“躲”就自然可以理解。 看

来，这家大超市深藏“武林高手”，能量很大，靠

山很硬。 但“红盾”是打假先锋和主力军，商家企

业出现违法经营行为，你工商不能履行职责，叫

谁去执法？ 一句“惹不起”，就撒手不管了，那还

要设你这个职能部门干吗？

超市看起来应该有靠硬的背景。 这个“背

景”可能是更高一级的监管部门，也可能还有其

他有能量的部门和得力人员。 过去有“红顶商

人”，现在叫“官商”，商贸江湖上也多的是潜规

则，其运作技巧早已滥熟。 所以，一家“小工商

所”不敢去捅篓子，省得惹麻烦。 这样看来，“小

工商所惹不起大超市”，也是一句大实话。 其实，

它惹不起的并非是超市， 而是与超市有利益瓜

葛、有厉害关系的“背景”。

有一个情节很能说明问题， 殷清利听了一

位区工商局郭副局长的话，“以后发现情况直接

通知工商部门现场查处，逮个现形就好了，这样

商家就不能否认”，但事实上，一去检查，超市早

做准备，“店员已把部分商品清空”，并且当着两

位副局长的面，手忙脚乱地往货架下塞商品，就

算这样，最终依然是不了了之。

可以想象，殷律师为“10 万元举报奖”讨说

法，恐怕也只能讨个“大馅饼”。 因为类似邯郸推

出的“有奖举报”政策很多地方都有，大多都是

虚张声势“秀”一下的。 即便你身为律师，去法院

起诉工商部门“超期不结案”，不也是一句“目前

已近年底，立案需要等到 2012 年”？ 也很像一记

“太极拳”。

跳出校车

开拓更大的安全空间

□

肖时候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甘肃正宁校车

事故后，教育部立即开展了校车安全整顿

检查，国务院也出台了《校车安全条例（草

案）》为学生保驾护航。 很不幸，江苏丰县

首羡镇中心小学一辆校车，在停运复出的

第一天发生侧翻事故，已致 15 人死亡。

突然的灾难，突然的意外，无论是学

生、 家长还是教育部门乃至社会各方，都

会懵然，承受不起这样的悲剧与打击。 通

常，整顿之后，总会有个相对的安全期，至

少，不管有没有消除隐患，总是敲了一次

警钟，总会加强一些责任意识。也许，最安

全的时候又是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整顿

之后反过来会产生一定的麻痹大意或过

于紧张而失常，不得而知。 从现有的报道

来看，这次并没有超载，也看不出校车有

质量问题，就是避让引起的侧翻。 虽然河

水不深也不宽， 但因侧翻后车厢进水，导

致发生溺水、窒息，引起这么多的伤亡，让

人痛心疾首。

当然，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车子落水

后的逃生技巧， 这也只是事后的无病呻

吟，猝然之中，哪能一一按设想的套路出

牌？ 有些事故，就是换成悍马也未必能避

免。全球每年有 120 万人死于汽车交通事

故，中国差不多占了十分之一，有超过 10

万人之多。 既然是交通事故，可以发生在

各类车辆上，无论是公车、校车、私家车、

客车、货车，都可能遭遇意外。除了呼唤现

代汽车文明与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治理酒

驾、醉驾、超速等各类违章，以尽可能地减

少事故外，并不能杜绝车祸。既如此，审视

校车安全不妨跳出校车本身，因为校车也

是车，只要是车，就难免不会发生车祸。

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放弃汽车当

然是可笑的，但对年幼的学生来说，能不

能就近上学，不用挤到校车里面？ 这并非

一个愚不可及的设想。每一次校车惨剧触

目惊心的原因在于， 校车是学生专用，一

车全是学生， 一出事就是众多学生伤亡。

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倾覆之下就难

有完卵，如果化整为零，可能就不会有这

么集中的风险。

校车事故，多发于县乡村一级，大城

市里并不多见，主要是城里基本上是就近

上学，家长接送的也多，交通状况也不一

样。乡村一级因生源的减少及乡镇合并造

成的撤校并校， 学生已难以就近入学，道

路状况又不好， 校车安全问题因此突出。

解决此问题，目光不能仅盯在车上，能让

学生就近步行上学当然最好，如果实在不

能将撤并的学校“倒回去”，也可采取以下

措施。其一，改善交通条件，避免路况太差

造成意外，该修桥的要修桥，该拓宽的要

拓宽；其二，学校创造寄宿的条件，配置生

活老师，避免学生每天集中来回跑；其三，

发放交通补贴，学生可由家人护送到校或

自行到校，不必都挤在一个车里。

保障校车的高质量配置与优先路权

以及合规驾驶，当然是保障学生安全的基

础性工作，但也不必因校车的悲剧而遮住

我们全部的眼光，就像其他一些问题总跳

不出“事故———整顿———事故”的怪圈一

样，须知，就事论事就车论车只是解决问

题的一方面，唯有放宽视野，抓住其他安

全环节的牛鼻子才可以将安全系数放得

更大。

@ 吴江 : 尽管从卑微的地沟里走

出， 并长期游离于正规售卖渠道之外，

只能通过地下交易，但这并未磨灭地沟

油的“远大志向”，经历过“卧薪尝胆”的

地沟油，终于扬眉吐气，不仅有了正规

食用油企业加盟，更成功开拓了一系列

重要市场和阵地，这一极为讽刺的现象

太让人无语。

·多说一句·

世相漫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