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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不跑操

遭脱裤检查

当事老师已被辞退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一则“女

学生因为生理问题不跑操，被心理

老师朱某拉到厕所一个个脱裤子

检查”的微博，引起了众网友热议。

记者来到西安交大阳光中学对此

事进行核实，校方称，当事老师已

经被辞退。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一位负责

人说， 此事是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早操时发生的，校方看到微博时才

得知此事，叫来当事的老师及学生

了解情况。“当天早上高中学生早

操跑步， 有三十多人都说跑不了，

一部分女生说因为来例假了，政教

处的朱老师见这么多人请假，当时

很生气，就说让女生证明自己说的

是真话。”这位负责人说，朱老师把

4 名没请假的女生带到女厕所，但

是朱老师没有动手，也没有做出过

激行为，其中一位女生拿出了卫生

巾，朱老师就让她们离开了。

校方已派一名女校长和一名

女老师对当事的 4 名女生进行了

安抚并和家长沟通，且已表示了真

诚道歉。

关于此事的处理意见，这位负

责人说，首先，由校长代表学校及

朱老师， 向当事学生及家长道歉；

第二，面向全体教职工通报事件经

过，对老师再教育；第三，朱老师这

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伤害了学生的

感情，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学

校决定辞退她。

（据《广州日报》）

粤人大代表食猫肉死亡续：

镇干部

用断肠草投毒

记者 1 日从阳春市公安局了

解到，在广东省公安厅及阳江市公

安局的指导下，去年 12 月 23 日省

人大代表龙利源疑似中毒死亡原

因初步查明， 一同吃猫肉中毒者、

阳春市八甲镇农办副主任黄光涉

嫌因经济纠纷投毒致死龙利源，目

前犯罪嫌疑人黄光已被刑事拘留。

据当地警方通报， 去年 12 月

23 日下午，阳春市公安机关接报，

有 3 人在八甲墟火锅城吃猫肉后

出现中毒现象，其中 1 人抢救无效

死亡。 案件发生后，阳江市委市政

府、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

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当地警方调查称，事发原因是

阳春市八甲镇农办副主任黄光在

协助死者龙利源办理山林承包事

宜过程中，个人使用死者资金引发

经济纠纷，黄光产生毒死龙利源的

念头。 事发的当天中午，黄光带龙

利源及好友黄文到八甲镇看木山

后，3 人一起到八甲墟火锅城吃猫

肉火锅。 黄光乘人不备，将预先准

备好的断肠草（当地人称大茶药）

放入火锅中， 引发 3 人同时中毒，

龙利源因中毒过重、 抢救无效死

亡。 （据《南方日报》）

断肠草又名钩吻， 还称

胡蔓藤、大茶药、山砒霜、烂肠

草等。它全身有毒，尤其根、叶

毒性最大。断肠草主要分布在

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

贵州、云南等省（区），喜欢生

长在向阳的地方。

误食断肠草可能会导致

肠子粘连， 人会腹痛不止而

死。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

服炭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

洗胃后用绿豆、 金银花和甘

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

·链接·

1 月 2 日，一名年轻人在北京一家“马桶主

题餐厅”里就餐。 这家“马桶主题餐厅”装修布

置类似洗手间， 用形似马桶的容器盛装饭菜，

吸引不少好奇的食客前来体验。 新华社发

“马桶餐厅”里吃“便餐”

企业卖米利润十倍于稻农

记者在五常市走访发现，中等包装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比

比皆是。 精包装大都超过百元，一种抗氧化有机米更是卖出了每斤

199 元的天价。 而稻农的有机水稻收购价格并不高。 2010 年上市的

有机稻仅为每斤 1.90 元左右。

五常米的产地在民乐乡，该乡稻农张宏雷算账说：种 20 亩有机

稻的总成本超过 2.2 万元，总产 2.5 万斤，按高价 2.0 元一斤出售，共

收入 5 万元。 去掉种植成本，一家人忙活一年种这么多粮食也挣不

到 3 万元。

稻农反映，许多加工企业低价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卖十元

甚至几十元一斤。 按水稻出米率 60%计算，如果企业大米每市斤卖

50 元的话，水稻价格应该是每市斤 30 元。 可是企业收购价平均还

不足 2 元，去掉企业加工费、包装费，也得十倍利润。

大米加工成本到底能有多少？ 一位企业经营总监透露，每市斤

大米的加工成本仅为 0.2 元左右。 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姜大

伟说，即使按包装最好的 199 元一斤的大米，企业包装成本也占不

到价格的二十分之一。 加工费稍多一些，也达不到十分之一。

企业联合“控制”水稻市场

记者了解到，五常水稻产业基本是订单农业，订单水稻占 90%

以上。最开始是为了稳定米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

一些粮企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在订单中“做手脚”，而有关部门也

没有为农民争取更多权益，致使当地农民粮食根本卖不上高价。

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的人员同时还

是稻米产业管理中心以及大米协会的工作人员， 一套人马三块牌

子。身兼三个部门负责人的姜大伟说，这几个机构的职能，是统一行

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而对稻农利益只字

未提。

与此同时，企业之间也在形成联合体以控制水稻市场。目前，五

常市在有关部门注册的加工企业就达 222 家，几乎消化了五常市全

部 25 亿斤水稻。 一些企业不仅不履行订单，一些订单的内容也类似

于“霸王条款”。 一家企业的《水稻购销协议》上明确写着“水分不得

超过 16%”、“水稻保底价 1.80 元 / 斤”等。

五常市一位副乡长透露， 如果一斤稻多为稻农争取 1 角钱的

话，五常每年就可为稻农增收 2.5 亿元。 但有谁愿意去做呢？

五常市农业局副局长秦利明说， 五常的有机农业发展得很超

前，稻农手中的水稻，应该卖到 5 元钱一斤，但实际上相差甚远。

（据新华社电）

五常“天价”大米收购价不到两元

加工企业压价坑农 制定“霸王条款”推高物价

2011 年，知名的黑龙江省五常大米迎来好光景，

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

至卖到了 199 元。 但五常市的许多稻农辛辛苦苦种

出的水稻，卖给当地的加工企业每斤不到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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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五常市一家米业公司生产的“金砖米”，每小盒（一斤）99

．

9 元（摄

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 新华社记者 程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