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

“咬铅笔致血铅超标”
是无知还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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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周董歌词入教材”
引发鲶鱼效应
□刘义杰

□苑广阔

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最近，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的村民反映，当地300多名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村

民怀疑与村口一家生产电锌的化工厂有关。然而，当地官员称，超标原因不能确定，嘴里

咬铅笔“也可能超铅”。（6月15日《京华时报》）
面对村民的怀疑，当地官员表示儿童血铅超标的原因不能确定，因为嘴里咬铅笔“也

可能超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因为稍微具备点科学常识，或者是对铅笔构成有所了

解的人都知道，铅笔芯里面的主要成分是石墨，其化学元素是碳而不是铅，这位官员显然

是想当然地把铅笔之“铅”混同铅元素之“铅”了。

当然了，如果从一个更加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铅笔确实也可能会含“铅”，因为一些

铅笔的外皮上有油漆，而油漆内都含有铅元素，所以如果有孩子喜欢咬铅笔，确实存在引

起血铅超标的可能。而且更进一步说，可能造成铅污染的原因远远不止“咬铅笔”一项，

比如家里的墙壁、家具刷油漆，马路上的汽车尾气排放，甚至说吃的松花蛋、爆米花，都有

造成铅污染的可能。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地已经被查出的300多名血铅超标的儿童，是不是全部都有

咬铅笔的习惯？或者说，他们平时是否都有长期接触油漆，长期吸入汽车尾气，长期吃松

花蛋和爆米花等含铅食品的可能性？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两个、十个八个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有接触铅元素的可能性还可以理解，但300多个孩子家里同时刷油漆，同

时吃松花蛋、爆米花，显然不可能。

由此可见，“咬铅笔致血铅超标”显然不仅仅是官员无知，更是对当地环境污染的一

种漠视，是对百姓切身利益的一种漠视，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推卸责任的表现，这无

疑是比单纯的血铅超标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

创新挨在“传统”的旁边

在很多时候，创新并不是干

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而是用一

种新的方式满足了原本就有的某

一个需求，它紧挨在“传统”的旁

边，因而让人有点稍稍的不适。

这种不适应感要么被排异，要么

被接受。世界就是这样被一点一

点地改变了，这个过程非常的微

妙和美好。@吴晓波

肃贪不能靠内部人反水

刘铁男、宋林垮台看似被记

者举报，其实是内部人发起和策

应的。副国级苏荣败露也是被新

余市人大主任周建华妻子向中央

巡视组实名告发。贪官落马不是

权力制衡及舆论监督的结果，正

是现行防腐体制的致命缺陷。贪

官当权必然任用朋党构筑贪腐体

系；暗箱操作下，外人无从知情和

监督。@一秒钟一万个年头

父母的伟大之处在哪？

大多数父母虽有望子成龙之

心，但并不一定指望子女大富大

贵。在这些父母的内心深处，对

子女最现实的希望是：出入平安

无忧，生活少些压力，身体健康无

恙，精神阳光向上。至于子女是

不是很有钱、是不是很有权、是不

是很有名，并非他们优先牵挂的

事情。父母的伟大之处在于，子

女再平常，都是他们心中的宝。

@行者林清平

翻开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

学语文教材，记者发现了很多有趣

的变化：二年级上学期第二课，歌曲

《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三

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居然收录了台湾

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6 月
15日《中国青年报》)

周杰伦歌词进教材一石激起千

层浪，有网友说好，时尚孩子喜欢；

也有人说，走了鲁迅，来了脑残，对

周杰伦歌词入教材充满了不屑。笔

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

两者的观点都不过源自自己的

喜欢和爱好，认为教材选经典文章

才行，那是喜欢经典阅读，认为周杰

伦时尚恐怕也源自自己对周董歌曲

的喜爱。但这都不是孩子的视角，

周董对于孩子来说真是时尚吗？恐

怕未必，听周杰伦歌曲的都已成孩

子的爹了。而认为只有经典才能入

选教材也不对，周杰伦微博就有例

证：《听妈妈的话》《上海 1943》《爱在

西元前》进入台湾地区小学教材；

《发如雪》进入日本教材；《琴伤》进

入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等等，好

的歌曲进入各地区和各国的教材都

不是新鲜事。

正如语文出版社社长、语文版

课本修订版主编王旭明所言，“长期

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

课、自然课、科学课，但就不是语文，

所以必须改。”长期以来语文教材的

选取就带有太过的功利目的，简单

地想通过语文课达到思想教育、道

德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目

的，导致语文教材“强化话题，却忽

视知识传授；强化学生活动，缺技术

训练”（王旭明语）。忘记了语文课

关键仍是要追求本真，追求真善美。

周董歌词进教材带给我们的启

示是，多元化的教材真是教材回归

本真的根本，当各地区或学校能自

主选择教材版本，粗制滥造和弄虚

作假自然就没有了市场。但愿“周

董歌词入教材”能成为引发教材编

写的“鲶鱼”。

时SHI SHI LUAN DUN
事乱炖

政策激励，让农民舍不得焚烧秸秆
□谢庆富

近日省城合肥周边焚烧秸秆

现象严重，对空气质量造成很大影

响。（本报今日08、09版）

经过多年大力宣传，应该说大

多数农民都已经知道秸秆焚烧的危

害。不过由于秸秆转化为经济效益

操作难度很大，在不少农民看来，烧

掉是最直接最方便最省力的做法。

说到底，要让农民不烧秸秆，必须找

到一条比焚烧更实惠的路子。

一是出台多种奖补政策，并确

保政策落地。如果让农民拿到真

金白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科学处理秸秆，不会一烧了之。这些奖补政策包括秸秆还田、

清运补贴，深松、秸秆收购奖励等。反之，如果只强调焚烧秸秆将受到重罚，就容易引起

农民反感，加上得不到实惠，难免会做出不理智行为，冒险焚烧秸秆。

二是加大财政投入，对拖拉机、大中型秸秆还田机、与收割机配套的秸秆粉碎机等农

机购置进行补贴，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种要在短短两

三天之内完成（所谓“抢收抢种”），如果机械数量很少，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收割、秸秆还

田和粉碎工作，就算农民明白秸秆还田好，也不可能耐着性子坐等秸秆还田机，错过收种

良机。

除了秸秆还田，秸秆综合利用的市场空间也很广阔，只要地方政府在政策激励和引

导上做细做实，秸秆变废为宝完全可行。显然，秸秆若是能很方便、很及时地转化为经济

效益，农民就不会也不舍得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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