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人当然要多生
不然更没有希望”

甘肃康乐县发生一起

人伦惨案。一位年轻的母

亲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

杀不治身亡。不日，该女子

丈夫再次服毒身亡。媒体

报道，这个家庭极度贫困，

最值钱的家当是三头牛。

有网友评论：“这么穷，还生

4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

处”。作家淡豹则称，“特别

穷的话当然要多生了，不然

更没有劳动力，更没有希

望，还挨欺负。所谓‘孩子

多更摊薄了家庭资源，孩子

也养不好，更没希望’是有

一点钱的人想多了，特别穷

又在农村的话，家庭没什么

资源可以分摊。并不是你

想的若只生一个就上清华

改变命运。”

“子女海外教育渐成中产
家庭的重要投资”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

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

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

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

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

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

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

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

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

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

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

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

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

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

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

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

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

度过一生。”

——作家@畅呆不忙

抬头挺胸走路
心情会更好

身体保持一直线，好

像头顶有人用线拉着你，

有节奏地慢慢走，因为没

有驼背挤压呼吸道和肺

部，因此呼吸变深长，血液

循环通畅，情绪也变得安

定，所以越是碰到不好的

事，越要提醒自己抬头挺

胸走路，透过呼吸深长还

能保持自律神经平衡。

@生命时报

睡前喝杯牛奶
让身心放松

牛奶中含有一种色氨

酸 ，能 够 发 挥 镇 静 的 功

效。睡前一杯温牛奶，不

但有助睡眠，还可以补充

身体里的钙。滴几滴蜂蜜

到温牛奶中，放松效果会

更好哦。因为少量的葡萄

糖能促使大脑停止产生进

食素（一种与保持清醒有

关的神经传递素），让我们

身心放松。@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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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靠谱”
比“中医or西医”更重要
□吴帅

9月7日下午，在北京304医院的病房里，26岁的90后女

演员徐婷因患恶性淋巴肿瘤去世，此前她已经辗转治疗了

近半年。其生前采用的刮痧、针灸等中医疗法是否加速了

病情的恶化，也引起新一轮“中西医大战”。有评论认为，选

择适宜的中西医治疗方法最重要，它无法说明中医就一定

是不好的，旁观者也并不能拿西医的诊疗方法来评价中

医。得病之后如何选择适宜的治疗方式和医生，才是最重

要的。（9月10日《新京报》）
在这个事件里，现在既流行又危险的一个判断是——

徐婷死于中医。

但这个判断有问题。首先，接诊医生是不是一个中医，如

果不是，他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医。其次，难道有中医执业证，

在医院穿白大褂行医的一定是中医生，并且能够代表中医吗？

一些人有西医的行医证书，却从来不依照临床指南和

诊疗标准，为了经济利益，乱治疗乱作为。我们自然不能把

这样的人称为西医。更不能用来代表医生。道理是一样

的，中医无过。即使有过，也是今天这些打着“中医”之名行

医的人。

某个角度而言，医疗过程中，病人的角色和小白兔小白

鼠差不多。治疗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实验不

等于折腾。

有人说，中药没有毒性，副作用小，吃不死人，这是很多

“中医”敢乱来的重要原因。但它其实却是一个天大的谎

言。延误治疗导致疾病向恶性方向发展，难道不是毒性和

副作用？

这些“伪中医”最大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独立判断的

能力，没有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中医理论体系，或者说根本不

能用中医的镜子照出生病的本质。

在这里，我无意诋毁某一种医学的短，也不想弘扬某种

医学的长。因为落实到生活中，人的要素才是第一位的。

生病治病，是性命相托的重大事项，选靠谱的医生是第一重

要的。不管西医中医，能够治好病，解决问题的才是好医。

在这个医疗貌似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医院、中医馆、中

医诊所遍地开花，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却少得可怜，这就是

残酷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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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之情，欲豪畅，不欲郁郁阏，

可以养生。 ——《类修要诀》”
方便面行情差
不全怪“污名化”

□段思平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在昨天开幕的“中国方便

食品高峰论坛”上，持续下滑

的方便面产业成为行业热议

的焦点。有行业专家直言，长

期被“污名化”已经成为影响

中国方便面产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因素。他呼吁不要再把

方便面称作“垃圾食品”，目前

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方便面产

业都在上升，中国的差距则越

拉越大。（9月10日《北京青年
报》）

我们首先得注意到这条

新闻的背景——这是一个关

于方便面的论坛，既如此，论

坛上专家自然少不了要为方

便面说点好话。当然，只要有理有据，专家为方便面辩护本身也没有问

题；事实上，专家也确实纠正了一些关于方便面的谣言，比如方便面面饼

其实不含防腐剂等等。但对于论坛上传递的某些观点，我们显然还得辩

证看待，比如有专家说方便面销量差是因为被“污名化”，这就有点过度背

书的意思了。

如果说被贴上“垃圾食品”的标签就算是“污名化”，那被污名化的食

品可不少。肯德基、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吧？可这不影响这些洋快餐仍

然门庭若市。薯片、膨化食品算“垃圾食品”吧？可也没听说这些食品销

量大幅下降。可见，因为“方便面销量差，主要怪污名化”这个结论本身是

站不住脚的，专家不能对方便面行业本身的问题视而不见，把责任一股脑

推到“消费者的不科学认识”上。

方便面为什么销量差？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方便面自身的原

因。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方便面没有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科学改

进，始终存在口味一成不变，撕酱料包时容易弄脏手，气味难闻导致在某

些场合不适合吃等问题。第二，方便面的替代者变多了。方便面的核心

竞争力是方便，但现在人们想要方便很容易，一个电话或者手机下单，外

卖就送上门了，何必还自己动手泡面呢？第三，人们的消费理念升级了，

更青睐有营养、健康绿色的食品，就算方便面如专家所说不是“垃圾食

品”，但总不能算是“有营养的食物”吧？事实上，专家也承认，方便面自身

存在油、盐含量高的问题，不适应现代人饮食观念，不能长期吃。

可见，方便面有它自身的问题，我们固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完全否

定它的价值，也不能说方便面销量下滑了，就推荐人人都去吃，以拯救这

个行业。方便面销量下滑有其必然原因，如果行业不自省、主动求变，那

么未来发展仍然难以向好。

“白条”代课教师折射农村教育欠账
□汪昌莲

2016年9月10日是中国第32个教师节，从教恰巧也是32年的陈崇华

却并没有心情庆祝，他手里拿着15年总计16000多元的工资欠条，无法兑

现。陈崇华是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堡孜口村人。村委会主任李祖斌表

示，村里像陈崇华这样被拖欠工资的民办教师至少还有20多人，但现在村

里无力承担这部分债务。（9月10日澎湃新闻网）
做了15年代课教师，总共工资才16000多元，领到的还是“白条”，陈崇

华的教学经历，令人心酸。然而，仅陈崇华所在的村，像这样拿“白条”工

资的代课教师还有20多人。可见，陈崇华的遭遇，仅是代课教师群体的一

个缩影，代课教师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更值得人们关注。

代课教师，说穿了就是临时工，教育部早就明文规定“清退和取消代

课教师”。可见，如今的代课教师，已经成为一个不被国家承认、不受法律

保护的劳动群体。问题是，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但

始终“清而不退”，各地均走进了“清退、聘用，再清退、再聘用”的怪圈。

代课教师虽然对农村教育贡献很大，但由于他们属于地方用工行为，

财政不予保障。尽管国家执行了“代转公”政策，逐渐清退和取消代课教

师，但各省空余编制很少，很多地方甚至已经超编，代课教师的编制问题

很难解决。他们的月薪，多的只有几百元，少的才百十元，劳动缺少体面，

生活举步维艰。特别是，他们大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均有被清退

的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人格得不到尊重。

代课教师拿“白条”工资，折射农村教育欠账。既然代课教师“清而不

退”，既然农村教育事业离不开代课教师，那么国家和地方就该承认这一

劳动群体的存在。换言之，代课教师理应受到社会和公众的尊重，他们的

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理应得到更多的关

注。各地教育部门，要妥善处理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落实相关待遇，给

予必要的关爱。特别是，要改变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面貌，留住农村贫困地

区教师，让代课教师体面劳动，相关制度设计应考虑得更加周到。

别让“操作失误”
成“强拆”新代名词
□李强

原来，拆迁的“故事”总是那样惊人地相似。10多天前，

针对网传“山东菏泽一村民因阻止征地被铲车碾死”一事，

官方微信公众号“牡丹发布”通报称，该起人员伤亡属于因

机械操作不当所致的安全事故。

相隔时间尽管短，但“操作失误”却来得如风一般快。

9 月 7 日中午 12 点左右，徐州沛县城区歌风一村拆迁地块，

92 岁的王世兰被发现死于自家屋内。当地警方据此回应

称，事因拆迁公司在对相邻房屋实施拆除作业时，作业人

员“操作失误”，误将王世兰所在房屋碰倒。（9月10日《中
国青年报》）

要做好“天下第一难”的拆迁工作，势必要求各部门高度

重视，切实做好各环节一系列工作。从实际情况看，各级也

是这样做的，比如对拆迁公司资质上的审之又审选之又选，成

立拆迁安置、信访维稳、应急处置等多个工作组，多名主要领

导亲自挂帅，从阵势看，给人的感觉一切都妥妥的。

循此分析，“操作失误”的概率能有几分也就可想而知。

对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奉命拆张三的房子绝不会误

拆李四的房子，因为张三的房子在那里，李四的房子在这

里，这里那里都傻傻分不清，还是正常人吗？

在没有证据表明拆迁人员“二”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正

常人看待。既为正常人，而且还是专业拆迁人员，岂会操作

失误—— 误将老人所在房屋碰倒?只有一种解释，“操作失

误”的判断有误。

房子里明明住着大活人，拆迁人员连看也不看一眼就

拆它没商量，这是“操作失误”的节奏吗？

联想到强拆毕竟有伤形象的既定事实，再来看“操作失

误”，那么会不会是有关方面拒不承认强拆，于是偷换概念，

给强拆披上“操作失误”之马夹呢?

拆迁无小事，从来都强调“确保万无一失”。别说“操作

失误”难经推敲，即使为真，但操作关乎人命，岂容失误？怕

只怕，操作失误是判断失误，是对强拆的故意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