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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榜F fabang
最有幸福感的城市

1 杭州 自2004起，杭州连续五年蝉联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如果杭州都不

幸福，那天堂呢?杭州是幸福，杭州人当

然也无比的幸福。

2 珠海 珠海是一个清净休闲的绿色城

市，极富浪漫气息的生活环境，注定了它

拥有与众不同的社交氛围，恬静而宜人。

3 长春 长春宛若一颗镶嵌在中国东北

平原腹地的明珠，在不足二百年近代城

市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以其年轻而美丽

跻身于国内特大城市之列。

4 青岛 美丽的海湾，漫长的海岸线，木

栈道、碧蓝的大海，还有清新的空气，整洁

的环境，这一切，让人不得不爱上青岛。

食品安全应被视为社会基础秩序
刘 敏

近日有两条关于食品

安全的新闻，显示国家对此

问题的高度关切。一条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

食品安全执法检查，督促政府落实好食品安

全法的各项规定。另一条是，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2011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将修

订《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提高

食品安全应急能力，并将加大责任追究力

度，对涉嫌犯罪的严禁以罚代刑。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怎么关注

和强调都不过分。近些年食品安全领

域问题频出，有一些曾令举国震惊，引

起全世界的关注。无论是现实情形，

还是民众感受，食品安全状况难以令

人满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食品安全是有法可依的，《食品安

全法》、《刑法修正案（八）》都从不同方

面为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与食

品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不

相匹配，远不足以保证食品安全，法律

惩罚不够严厉，就容易变成法不责众，

震慑效果不够，难以起到惩罚和预防

作用。

食品安全问题趋于严峻，有执法

的、监管的问题，也有法律本身的问

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439 名全国

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一项关于食品安全

的议案，这是自 1983 年以来有据可查

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大的单项议案。该

项议案中，食品安全问题被放在关系

到中国人遗传基因的高度，事关到整

个民族的健康，食品不安全被视为国

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主张以严刑峻

法惩治食品领域的严重犯罪。

这项议案表达的不仅是联名代表

的意见，也是民心民意的指向所在。

民众对两会其他议案也许有热烈的争

议，但对这项议案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地表示支持。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上的

统一的、巨大的民意诉求，国家立法、

司法机关以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理

应加以正视并回应。

食品安全不光是一个领域性问题，

食品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前提，生存

安全若不能保证，其他的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看到，历史上不论政治、经济、道德方

面的秩序有多么剧烈的波动，人的基本生

存所需物都必须要确保安全供给。其他

许多方面的社会失序，往往是暂时的，在

一定时间后都可以重建起来，然而正如上

述议案所显示的，食品安全的失序是一种

基础性的溃败，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

与发展有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可能是

“致命”的。

如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没有疑

义，统一社会共识也不再是问题，食品安全

应被视为社会基础性秩序加以强力治理，不

安全的局面非扭转不可。

星雨

境外媒体一碰到中国政治，就“很容

易出假新闻”，像是中了魔。2008年CNN

等西方媒体裁剪现场照片，故意把一些照

片张冠李戴，人们记忆犹新。如今这样的

小动作又被法新社等媒体用上了。

据一些网友揭发，一些境外媒体近

来刊登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照片，它们

或者是中国人几年前反日游行的照片，

或者是“台独”分子今年2月在高雄抗议

陈云林访台的照片，甚至中国内地劳务

市场上工人找工作的照片，也被拿来充

数。图片上都是群情激昂，场面宏大，传

递出中国已经“埃及化”的急迫情势。

但这是一帮职业道德不怎么地的新

闻人很想看到的中国，因为这个中国不

存在，他们就拼装，在互联网上搜索，把

面孔像中国人的大规模人群聚集照片强

行往上贴。他们以为因为用了法文、英

文、挪威文，或者中文繁体字做照片说

明，中国网友就会看走眼，把它们放过

去。谁想还是被捉住了。

为什么这些造假的人这么胆大，或

者总是这么“粗心”？说白了，是因为一

向对新闻真实很挑剔的西方社会，一面

对中国就“政治挂帅”起来，其他都可以

大大咧咧了。“揭露”中国用了假材料，比

为中国辩护用了真材料罪过轻多了。批

判中国这些年用了这么多假材料、假照

片，没听说有一个西方新闻人因此丢饭

碗，但因为替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德

国之声”的张丹红就被调走，不少人承受

着巨大压力。

其实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不真实，

不仅表现在图片和其他材料使用的微观

上。一种偏见甚至恶意在西方媒体的对

华报道中弥漫，造成了他们选材的偏颇，

大多数具体报道都围绕着预设的态度展

开，这些报道的总和讲述了一个古怪、不

开放、对外界充满敌意的中国。从宏观

上看，西方媒体在联合向世界公众撒一

个关于中国的巨大谎言。

中国在它最开放、进步最快的时

候，受到西方舆论罕见的口诛笔伐，西

方社会今天对中国的反感，比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时严重得

多。中国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错的，13

亿人常被说成受到“专制政权”愚弄的

群体，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国家，被用挪

威那样的几百万人小富国经验加以教

训，稍微做点反思，这一切的荒谬性根

本就藏不住。

评中国，带点情绪批评，我们也会

听。但我们愿意看到更中肯的批评，因

为我们愿意与任何国家交好，我们在潜

意识里，期待着从对我们的各种谈论中，

印证别人对我们同样充满善意的判断。

我们希望对别人的一些疑虑，最终被证

明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说一句，中国网民懂什么语的

都有，他们热衷政治，好辩论，监督欲望

极强。任何境外媒体造中国谣，不被捉

住都将是极侥幸的事。

外媒对华报道总犯低级错误
单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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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王子大婚，不忘捞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查尔斯最

近在他的官方网店推出了售价29.95英

镑的智力拼图，拼图的完整图案正是威

廉王子与未婚妻凯特的订婚照片。此次

威廉王子的婚礼，查尔斯不忘借机“捞

金”。 据称，这个智力拼图使用可持续

森林的环保木材制作，做工非常精致，照

片中凯特的蓝色连衣裙和威廉王子的蓝

宝石戒指清晰可见。除了智力拼图之

外，其他婚礼主题产品还包括具有收藏

价值的瓷器、海格洛夫香槟酒杯、威士忌

酒杯以及心形巧克力等。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时评
shipingS

只许老师开车
不许学生骑车的悖论

苑广阔

近日，南京理工大学以维护校园

气氛为由禁止学生校内骑车。对此，

学生极为不满。有学生称，老师可在

校内开车但学生不能骑车，是极其不

公平的。（3月26《扬子晚报》）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这个只准

老师开车不准学生骑车的规定，以笔

者的看法，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悖论，

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这种一刀切的管理办法暴

露出学校的管理懒政。校园交通问题

要管理，但除了一禁了之，难道就没有

更加人性化的办法了吗？学校出台一

道禁令倒是方便，但考虑过学生的权

益吗？尤其是随着大学校园规模一再

扩大，学生在宿舍、食堂、教学楼之间

徒步奔波，可能会对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不知道学校考虑

过这一点没有？

其次，只准老师开车不准学生骑

车缺乏公平意识。大学教师和学生属

于师生关系，他们在人身权利上是完

全平等的，老师并不比学生更加高贵，

拥有更多的权利。现在学校只准老师

开车，却不准学生骑车，明显是把双方

置于一种权利不平等的地位。这在一

向倡导自由、平等意识的大学校园，实

在是一件憾事。

最后，学校禁止学生骑车的理由

也很牵强。按照学校的说法，这么做

是“出于维护校园整体氛围考虑。”可

是，一所大学校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整体氛围”呢？笔者个人觉得，诸如

自由、平等、博爱、求真、求实等等，才

是当前大学最需要的“整体氛围”，至

于大学校舍是不是漂亮，校园是不是

美观，交通秩序是不是井然有序，都是

退而其次的东西，何必太计较？

总而言之，在大学校园只许老师

开车不许学生骑车的做法，是难以服

众的，学校在出台类似管理规定之前，

理应考虑得更加周全一些，更加细致

一些才行。如果这个规定遭到了多数

人的反对，甚至引起校园外公众的质

疑，那就应该考虑一下它的合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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