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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辐射服之争莫陷入口水战

□

王石川

央视一条关于“防辐射服穿了可能危害

更大”的报道，让准妈妈们无所适从。 22 日，

上海防电磁辐射协会及全国电磁屏蔽材料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家在京首度回应此

事，声明防电磁辐射服对屏蔽电磁波有效。

不出意料，相关行业协会终出面回应质

疑了。 应该说，回应好于沉默，只有不断辨

析、充分论证，才能抵达真相，进而给公众一

个负责任的交代。 但是，相关专家的回应并

未纾解公众疑惑， 反而给人强词夺理之感。

因为相关专家并没有拿出有力数据支撑其

观点，只是简单否定央视报道，指责央视报

道“不科学”。

所谓利益决定思维，上海防电磁辐射协

会出面驳斥防辐射服“无用论”“有害论”，难

免会让人怀疑是利益使然。 成立于去年 6 月

的上海防电磁辐射协会，其主要会员是 60 多

家民用防辐射服装生产商及防辐射面料制

造商。 有消息称，央视报道一出，孕妇防辐射

服立刻卖不动了， 有些消费者要求退货，甚

至有些卖场要下架产品，给行业造成很大的

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替会员

说话，确有“救市”之嫌。

一边说有害无用， 一边说无害有效，防

辐射服到底有没有用？ 公众需要确切答案。

为此， 争论双方须各自拿出更科学的实验、

更精准的数据，而不是隔空回应。

其实，防辐射服报道引发口水仗并不奇

怪，因为到目前为止，针对防辐射产品，我国

尚没有制定相关标准，仅在 2009 年出台了推

荐性标准《微波屏蔽防护服》，其参考价值不

大，指导意义也不强。 所谓防辐射服的效果

有多么好， 全是厂家自说自话。 国标尚未出

台，厂家出于赢利目的，自然对防辐射服的效

果充满溢美之词。

据报道，防辐射服产业于上世纪 90 年代

末期起源于中国， 最近几年孕妇防辐射服越

来越紧俏，俨然成了孕妇装。 究其原因，恐怕

既有企业的概念炒作，也有孕妇的恐慌心理。

统计显示， 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缺陷比例在上

升，电磁辐射被说成是诱因之一，而微波炉、

复印机、电脑等电器都释放电子辐射，准妈妈

们自然不敢轻视。问题是，防辐射服产业已经

存在十多年，早已成了城市孕妇的必备产品，

相关监管及标准制定就不能再缺位。

孕妇等不起，婴儿伤不起。消除防辐射服

争端，必须尽快明确监管责任，在保证科学的

前提下出台国家标准。这既是对厂家负责任，

也是对孕妇负责任，更是对新生儿负责任。

史上最不情愿的

男主角

□

曾颖

12 月 22 日，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被免去职务。 此前有媒

体报道称，白培中家中被劫，财物损失高达人民

币数千万元，但官方未予回应。

但这个免职决定， 可以说是不是回应的回

应，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媒体和网上报道的，并

不是空穴来风，那段近乎于传奇的“小偷反腐”

故事，并不是故事家编来骗点击率的。

有人说， 白培中这事， 全怪他老婆不懂

事———明明知道钱的色彩不对， 被偷了还要报

警。 报警又不好好报，而要羞答答地谎报个比实

际数字小十几倍的喜剧数字。 而最不可思议之

处就在于， 两个劫匪也自以为聪明地认为对方

的钱来路不正，不敢报警，开着被劫者的车大摇

大摆地离开， 结果为警方破案提供了巨大的便

利。 而更喜剧的是，警方在意外破获了这么大一

个案子之后，居然有一种被将了军的感觉，甚至

没有一丁点向公众报喜的愿望，媒体采访上门，

还不好意思接受采访……

这个貌似只有周星星出任编剧才整得出来

的情节， 却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中， 它甚至比那些脱离现实的国产电视剧编剧

的想象力更精彩———白培中从一个技术员开始

到一个下辖 101 座煤矿，销售过亿元、产量过亿

吨的“双亿”级煤炭企业的掌门人的传奇人生经

历， 以及网上流传着的他在各种场合对反腐倡

廉作风建设中的精彩发言等， 都构成了一幅既

传奇又喜剧的场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喜剧，绝不是属于白培中

的，而且，我相信，如果凭个人意愿，他是绝对不

愿意自己置身到这样一出戏剧中， 并成为一号

男主角的。 这可能是史上最不情愿的男主角了，

如果世界上真有黑洞， 任他可以穿越回过去的

话，不知道他会选择穿越回到哪个时段？ 是选择

在别人送他钱物时及时收手呢？ 还是选择在老

婆报案时及时捂住她的嘴？ 这可能是个比“生存

还是死亡”更难选的难题吧？

但不管怎么样，他已不容选择地成为主角，

接下来，迎接他的将是一系列调查。 希望这些调

查，不是喜剧的延续，而是一出正剧。 民众需要

从一场认真的调查中，看到权力受到约束、腐败

得到惩治。 人们希望以有激励人心的正面结果，

来拯救他们对希望的信心。

“人人都是班干部”的利与弊

□

戎国强

套用一句梨园俗语“舞台小世界 ，世界

大舞台”，也可以说“课堂小社会，社会大课

堂”。 据《成都商报》报道，成都电子科大附小

每个班都有五花八门的管理员，人人都有事

做，2957 名学生几乎个个都是班干部， 学生

家长对此也很满意。 这个“人人都是班干部”

的“社会实验”包含了诸多有意思的现象，其

中能看到大社会对“课堂”的影响，也能引发

我们对未来的某些猜想。

擦黑板，以前是轮到谁值日谁擦 ，现在

在电子科大附小， 有专门与之对应的职务，

叫“黑板管理员”；教室里粉笔用完了，有专

人负责去取，叫“粉笔管理员”；负责开灯的

叫“照明管理员”，放学关灯有“节能管理员”

……有的老师说，这样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都

得到锻炼。 如果是锻炼，做事就行了，为什么

要冠以“班干部”的头衔才能锻炼呢？

而在学生们看来，各种岗位（职务）也是

有优劣之分的。 比如，“餐桶管理员”是一个

服务性岗位，但也有学生争着当，原因是“班

长要吃饭也得找我”———这个岗位的魅力仍

然是“管人”：魅力的大小，取决于被“管 ”者

的地位———“班长”。

“人人都是班干部”，大概是想营造一种

“人人平等”氛围。 据该校校长康永邦说，班

干部不仅是管理者， 更是关爱者和服务者。

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学生，看重的还是“管

理 ”，而不是“关

爱”与“服务”。 看

来， 校长比学生

还要天真一些。

所谓“管 ”，

就是掌控、控制。

掌控权力， 就是

通过掌控资源分

配来管人。“班长

要 吃 饭 也 得 找

我 ”———“餐 桶 ”

就是资源 ， 掌控

了餐桶 ， 班长也

要敬我三分 ，人

的价值由“餐桶”

决定， 掌控了餐

桶， 人就有面子

了。

该校一位班主任说，每一个孩子在班里

都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孩子们找到了自信，

有了归属感。 令人疑惑的是：这份自信，究竟

来自于孩子所做的事情本身，还是来自于他

所做事情的好名目？

在学校里，老师体谅学生的心情，不想

让大多数没有机会当班干部的学生感到被

冷落，才创造出那么多“管理员”岗位来 ，造

成“人人都是班干部”的局面，但是，等这些

学生长大到了社会上，单位领导未必这样体

谅你想“管”人的欲望，不会为了照顾你的心

情， 把你的服务性岗位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让你以为在管人，而是直接把你置于明明白

白被“管”的地位，这个心理落差可是不小 。

“管理员”一类的好名目，现在是让孩子找到

了“自信”，但也给他将来适应社会增加了障

碍。 不过，在小学和成人社会之间，还有中学

和大学阶段。 现在大学里“学生会”职务很抢

手，因为当上了学生会干部就意味着掌控了

一定的资源或者接近了某种资源。 这种争夺

是赤裸裸的，对“人人都是班干部”的良好感

觉也算是一种“矫正”吧。

对这样一个“案中案”，感到最悲哀的应该

是谁？ 是“白赔”中的白培中，还是相关的纪检部

门？我看都不是！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民众对官场

腐败的无奈， 这个无奈就是制度对官员的监督

太软弱了。

·多说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