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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
中午是吃面条的最佳时间

面条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产生较

强的饱腹感，并且硬质小麦含有B族维

生素，对脑细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

很多人却吃错了时间。营养专家推荐，

中午吃一碗营养搭配合理的面条更

好。因为早上更适合吃蛋白含量较高

的食品，而晚上吃面则会引起消化吸收

比较困难。

@生命时报

张朝阳：未来汽车将成为
第三空间、移动工作站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 CEO 张朝

阳：看好AI的前景，相信随着算力的提

升，很多事情的过程都可以智能化，很

多功能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完成，把人解

放出来做更多的事情。未来汽车不仅

仅是运输工具，将成为第三空间、移动

工作站。 @电商报

别把“上门女婿”当成“人生捷径”
■ 郝冬梅

近来，《赘婿》霸占热搜，成为国民新

下饭剧。剧中，由郭麒麟主演的现代网

络小说家穿越到古代，并入赘豪门，帮助

妻子玩转武朝商界，成为江宁首富。随

着《赘婿》火出圈，“上门女婿”一时成为

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富家女盼上

门女婿”到“拆迁女苦寻入赘男”，萧山

上门女婿的话题再次被打捞。有文章

说，杭州萧山是真正的“赘婿天堂”。（3

月12日《钱江晚报》）

在萧山，有一家专门的“入赘婚介

所”。这家“入赘婚介所”瞄准萧山盛行

的招婿风气，打出特色服务的旗号，摸索

出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婚介所“上门女

婿”的介绍费已翻十倍，从单方 1500 元

上涨至 15000 元。足可见，“上门女婿”

的需求是十分宽广的，也是十分火热的。

“上门女婿”，从理论上来说，是值

得点赞的。本义应该是人们世俗的观

念被打破了，人们的陈旧婚姻观念被

打破了。父母也罢，岳父母也罢，原本

就应该是“一家人”，无论是在男方家

生活还是在女方家生活，婚姻的基础

都应该是“为了爱情”“为了幸福”，而

不是为了其他。然而，萧山出现的“入

赘诉求”还是让我们有所担心。从“入

赘婚介所”上所提供的“入赘信息”就

可以看出其中的猫腻：在“入赘信息”

里写着的除了女方的个人信息之外，

更多的是和财富相关的信息。比如，

女方父母的财富，比如女方父母的房

产，比如女方父母的身价。“上门女婿”

火热，不仅不能让我们为“婚姻观念变

革”叫好，反而让我们担心背后的“浓

厚的功利色彩”。很显然，很多人想当

“上门女婿”的出发点，就是想走人生

成功的捷径，当“上门女婿”不是“看女

孩”而是“看家长”，不是“看爱情”而是

“看财富”。

婚 姻 的 唯 一 基 础 就 应 该 是“ 爱

情”。我们希望看到的“上门女婿”热，

应该是“婚姻观念变革”之后的热，而不

是为了走人生的捷径。“婚姻的组合”不

该是“利益的组合”，我们需要“缠缠绵

绵到天涯”的真爱，而不是“金钱交换的

虚伪情感”。

用抑菌农药给沃柑保鲜是作恶
■ 史洪举

近日，有业内人士向记者爆料，在沃

柑的主要产区广西南宁武鸣区，部分果商

为保证沃柑品相，擅自调高抑菌农药的

稀释浓度，而泡药后的安全间隔期更是

被各方长期忽视。记者暗访调查发现，

沃柑经采摘后被送到洗果厂，需进行清

洗、打蜡并浸泡抑菌农药保鲜。而在浸

泡过程中，会混合使用多种抑菌农药，浸

泡后的沃柑未经存储安全间隔期，直接被

送往市场销售。（3月15日澎湃新闻）

应该说，对于浸泡抑菌农药的沃柑，不

管是超量用药，还是浸泡农药后直接上市，

都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众所周

知，从科学角度出发，存在农药残留的沃柑

将对人体带来严重危害。即便是作为生活

常识，浸泡过农药的水果也不该销售。因

为，连果农都从来不吃的沃柑，凭什么让无

辜的消费者食用？种植者自己从来不吃，

恰恰说明其对相关产品的毒害性有一定认

知，至少对其安全性心存疑虑。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曝光后，很

多网友将矛头指向当地果农。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报道，果农并非

该事件的始作俑者，果商、农药商、洗

果场均参与到这一作恶链条中，甚至

成为当地的潜规则。或者说，即便是

果农私自过量使用抑菌农药，果商从

严把关的话，监管部门从严把关的

话，也不会让这些沃柑流向市场。现

实恰恰相反，正是各个环节的失守，

甚至是互为帮凶，互相怂恿，才导致

这一作恶产业链长时间存在。

明知是坑害消费者的事情却积

极实施，明知是违反法律的事情却漠视规

则。对于这样的作恶行为，当地监管部门

不该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否则，损害的是

当地的整体形象和产业，甚至让这一重要

经济支柱坍塌。重视消费者权益、维护食

品安全是一切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当地有必要针对曝光的问题积极整

改，严肃查处无视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滥用

抑菌农药问题。进而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

食品安全，也避免人们陷入“互害模式”。

“高科技”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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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须走出小众困境
■ 汪昌莲

2014 年，保险版以

房养老开始试点。2015

年 3 月份，全国首款“以

房养老保险”产品由幸

福人寿推出。截至 2020

年底，参保保险版以房

养老的老人未超过 200

位。基于此，在业内看来，保险版“以房养

老”如果想要快速推进，须尽快完善顶层制

度设计，以减少参与主体的担忧与风险。（3

月15日《新京报》）

所谓“以房养老保险”，即“老年人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老人在参保后，将房产

抵押给保险公司，由专业的评估机构对房产

进行评估，保险公司将定期向老人支付养老

金直到老人去世。当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

再将房产处置所得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剩余金额将返还给老人的继承人。对于这

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国家做出了制度安排，

公众也寄予厚望。但从多地 6 年试点情况

来看，效果难尽如人意。可以说，“以房养老

保险”，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可见，“以房养老保险”，目前只是个小

众产品。众所周知，我国老年人群体中，中

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

连基本住房都买不起，或住房已被子女“啃

老”，“以房养老”从何谈起？再者，受传统

观念影响，很少会有人在老了以后将房子

进行售卖，大多数是将其留给自己的孩

子。特别是，房子未来价值的不确定性，也

让老年人群体和不少保险公司对这一业务

并不热衷。可见，“以房养老保险”，惠及的

老年群体极其有限。

换言之，“以房养老”须走出小众困

境。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有完善的政

策规定并做好监管，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

措施，使其成为公共养老的有力补充。同

时，提高受益面，实行“以房养老”向“以房

养人”转变，房屋变现后，不仅用于养老，还

可以用于子女创业、孙辈就学等。特别是，

逐步扩大抵押房产的范围，将其他类型的

不动产，如商业类的房产、共有产权住房、

农村宅基地房产、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使

用权等列入抵押范围，以便解决更多老年

人的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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