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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监总局：
不要盲目追求土鸡蛋
蛋壳颜色与营养无关

近日，食药监总局发

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不要盲目追求“土鸡蛋”。

食 药 监 总 局 表 示 ，

“土鸡蛋”一般指蛋鸡在

散养环境下自由摄食草

籽、小虫、粗粮等天然食

物而非饲料所产出的鸡

蛋。这种鸡蛋一般比普

通鸡蛋小，但其售价往往

是普通鸡蛋的一倍甚至

多倍，很多消费者认为

“土鸡蛋”与普通鸡蛋相

比 具 有 更 高 的 营 养 价

值。而研究结果表明，

“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

营养价值相似，其风味主

要是由于“土鸡蛋”含有

更高的脂类所致。

营养专家：这5种食物，
可能跟消炎药一样靠谱

当咽喉、嘴角发炎，

有多少人的第一反应是

“快吃些消炎药”？

其实，有一些食物能

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反

应，你大可不必把自己变

成“药罐子”。而有一些

食物则是炎症的帮凶，还

是离它们远些为好。权

威营养专家称，以下这 5

种食物，可能跟消炎药一

样靠谱。

1、鱼类；2、粗粮；3、

果蔬；4、茶；5、一些调味

品，如：生姜、大蒜等。

“鹰爸”开学堂：
培养13岁上清华的“神童”

他的儿子 3 岁雪天

裸跑，4 岁参加帆船赛，5

岁开飞机……近日“鹰

爸”何烈胜把自己 8 岁儿

子领回家教，所有课程都

是定制的。有长高课，徒

步课，工业科，自然课，冥

想课等。他说，“学校学

习的知识太浅显了，纯属

浪费时间。”@人民日报

幸福的九把钥匙
你有几个？

①激情：它像人生中

的调味料，让生活更有滋

有味；②独立：幸福的生

活由自己创造，而不是别

人给予；③健康：它可能

不会让你走得更快，但一

定让你走得更远；④责任

心：负重前行，会让你更

加珍惜眼下……幸福是

个人的体验，但拥有好的

心态，会让你离幸福更近

些。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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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用沸水煎中药。

”
谁给“要命的偏方”
去伪存真？
□郭元鹏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传销“上网”倒逼监管“上线”
□汪昌莲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不必吐槽
高校的“马桶”大楼
□刘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的校园内，新落成的一

座大楼造型奇特，远远看去犹如一座巨型的马桶。该建筑

后部的方形楼体形似水箱，前面的椭圆形楼体则酷似坐便

位，屋檐则像是一个盖子。据了解，该建筑为河南省大学生

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目前尚未正式投入使用。（7月2日
中国青年网）

大楼等建筑，看上去很像现实中某种常见物品，其情形

无非两种：一是纯属巧合。即设计者与建造者，都没有把大

楼造成某种物品样子的主观用心，但建成之后，从一定的角

度看，其确实像极了某种物品。二是物品是大楼设计的原

型。即设计者以现实中相关物品为样本，大楼自然也就是

某种物品的样子。

我们尚无法肯定的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栋大楼，其

属于哪一种情形。但从整体上看，建筑后部的方形楼体明显

是主楼，前部椭圆形楼体则为裙楼。类似于这种形状和设计

的情况，在当下的大楼等建筑中，是非常多见的。不大可能

是设计师有意依照马桶做为设计蓝本。如果一定要说这栋

大楼像马桶的话，那么相信只要再扒一扒，在全国范围内，类

似的“马桶大楼”绝非孤例，甚至是非常多的。

大楼等建筑外形被指奇葩的情形并不少见。很多时

候，被指责的大楼都是“躺枪”的，包括“大裤衩楼”“秋裤楼”

“靴子楼”等等。因为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栋大楼，然

后辅以联想，再加以娱乐元素，最后还添一点博眼球、炒作

的“调料”，任何一栋建筑的形状，似乎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找

到一件对应物品的。

因此，对很像马桶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栋河南省大

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基地大楼，没有必要吐槽，更不必冷

嘲热讽，当然也不必追捧。最起码，比起大楼的马桶式形

状，其功能与存在的意义，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综合服务的作

用大小等，明显更值得我们关注！

争开超生罚单
像玩“抢钱游戏”
□叶传龙

因为超生二孩，浙江人叶秉锋在妻子的老家四川安岳

县交完社会抚养费后，浙江当地并不认可，要求他在浙江开

化县再次交社会抚养费。浙、川两地的社会抚养费金额相

差数万元。（7月1日《新京报》）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承认罚款必须缴纳的前提下，当事

人选择在数额较低的四川缴纳罚款，自在情理之中。经过

讨价还价，将本该缴纳 5 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协商议价到

15000元，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说事已至此，

本该案结事了，可浙江方面节外生枝，提出再行征收，显然

与“一事不再罚”的法理精神不相吻合。

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国家放开二胎生育之后，对之前超生

问题如何处罚，国家卫计委表示要采取“老人老办法”，继续

征收。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以及“有利追溯”、“从旧兼从

轻”原则，一些地方已经免于处罚，或者从轻处罚，即使征收

起来绝无以前那么大力度了。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开化计生

部门板起面孔，一分不能少，也未免太不人性化了，而且和四

川计生部门抢着处罚，颇像在玩“抢钱游戏”。

现实中，有的事情涉及多头管理或多地管理时，这些部

门往往有利争破头，无利踢皮球。浙江和四川计生部门争着

处罚超生案件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执罚情结浓厚，存在着

执罚冲动，不愿意放弃已到嘴边的“肥肉”。虽然执法中的罚

款都要上交国库，但财政划拨经费与执法机关的收费和罚没

关系密切，上交越多，返还越多。因此，抢着执罚的背后，还

是利益作怪。如果没有利益隐含其中，估计两地计生部门也

未必会这么上心。因此，不切断执罚过程中的利益链条，就

难以保证执法公正，类似荒诞的“抢钱游戏”就不会终止。

放开二胎生育，并非敞开肚皮生育，以后还可能出现三胎

以上的超生，因此，社会抚养费还得继续征收。然而，计生部

门必须加强管理，要通过出台规则，统一标准，堵塞漏洞，既保

证计划生育国策得到落实，又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1日从国家工商总局获悉，为加强网络传销打击力度，工商总局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做好查处网络传销工作。近年

来，网络传销违法活动日益突出，打着所谓“微商”“电商”“多层分销”“消费

投资”“爱心互助”等名义从事传销活动屡见不鲜。（7月2日《京华时报》）

其实，微商一直以来就被各种争议所包围，营销方式混乱、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缺乏监管等还在其次；关键是，有的微商已成为一种网络传

销。所不同的是，传统传销，传销组织必须有窝点，传销人员“圈养”在一

起，“上线”与“下线”必须亲密接触，很容易暴露并被打击。而网络传销，

在朋友圈中发展“队伍”，商品交易通过网购、快递等方式进行，相比传统

传销更隐蔽、更安全。

事实上，一些微商通过网络和微信朋友圈做传销，看中的就是其更具隐

蔽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易行为，而且是在网上进行，不

易暴露“目标”；再者，“上线”与“下线”，无须“零距离接触”，不显山不露水，

不易被抓到现行；特别是商品通过网购之后，实际上由快递公司担负起了传

销的“重任”，而快递是一种正当的有偿服务，一般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对其进行干涉。可见，利用网购和快递的方式进行传销，比传统传销更

难监管。换言之，传销形式的变化，比内容的变化更可怕。

因此，传销“上网”，倒逼监管“上线”。首先，打击网络传销，必须从源头

抓起。而这个源头不仅在“地上”，而且在“网上”；网购和快递业务，便是网

络传销的“网上”源头之一。这就要求公安、工商等管理部门，迅速介入这个

监管“真空地带”，加强对电商、网店等网络交易行为的管理，重点把握网购、

快递两个关键环节。应组建“网络警察”和“网络工商”，设置专门的网上管

理机构，配备专职执法人员，对网购行为实施专项管理，全程监控，发现“异

常交易”情况，及时查处。严防网络成为传销的又一个“窝点”。

发 烧 捂 汗 降

温 ？ 烫 伤 后 涂 牙

膏？鱼刺卡喉了拍

背？流鼻血仰头止

血？在生活中，你

是不是经常听说这

些“偏方”，或许你

也尝试过。但是现

在得注意了，这些

偏方都不靠谱。这

不，市民李婆婆就

因在孙子烫伤的皮

肤上涂抹牙膏，使

孙子的伤情愈加严重。李婆婆顿时吓坏了，立即将孩子送到附近医院。医

生介绍说，烫伤后涂抹牙膏是错误的行为。（7月2日《南京晨报》）
烫伤之后怎么办？在民间智慧里可以选择的办法是很多的，可以用食

醋洗洗，可以用牙膏抹抹。李婆婆在孙子烫伤之后，也采用了这样的办法，

结果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还差一点要了孩子的性命。

为此主治医生做出了善意提醒：在烫伤之后，人们通常会马上用牙膏、肥皂

来涂抹，认为牙膏可以使烫伤部位降温，可以缓解烫伤的程度。牙膏很容易使

渗出液积聚，滋生细菌，发生感染。虽然有些牙膏对较轻烫伤有一些作用，但牙

膏并不能改变血管的通透性，也不能保护伤口。医生建议，烫伤后不要用抹牙

膏之类的民间处方，否则可能加重伤情并且影响医生对伤势的判断。

医生还同时指出了一些“要命的偏方”。很多都是我们常见的“发热捂

汗降温”、“流鼻血时仰头”、“鱼刺卡喉立马拍背”等等，医生指出这种办法不

仅没有好处，反而会出现意外。这些民间偏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很多

人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采用的。而恰恰是这些我们给予了美好期待的偏

方，却可能成为祸害，甚至导致病情的加剧。

为何“要命的偏方”一直有人使用？民间有一句话，叫“偏方治大病”。

的确，民间偏方很多都是一种智慧，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是在那个食

不果腹的时代，人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有一部分民间偏方确实

能起到偏方治大病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民间偏方只是伪科学。当然这

种伪科学不是故意为之的，而是在那个知识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一种错

误认知，并没有任何坏意。

民间偏方里既有智慧，也有错误认知。如何不再让“要命的偏方”危害

社会？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对目前存在的民间偏方来一次科学的去伪存真。

进行一次鉴定，有益于社会的要推广，存在安全隐患的，或者压根就是错误

的，就要发布一个名单，引起市民的注意。

要命的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