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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话题

【本期话题】

濠南
夜话

【议论纷纷】

要让小红帽学会识别狼外婆
□郝冬梅

驰而不息纠治“舌尖上的浪费”
□梁诗韵

不妨多些“田头课堂”
□叶金福

公厕改名让人看不懂

近来，有细心的市民发
现，浙江省温州市区街头的

“公共厕所”悄悄更名为“公共
服务空间”。有市民对此表示
有点“看不懂”，官方则回应
称，改名主要是厕所的服务功
能发生了变化。你怎么看？

而此次事件中，更让人们
疑惑和争议的是，既然是满足
顾客建议，商家又为何要更换
名字再重新上架？这显然逻辑
不符。消费者不是傻子，商家
这种行为就是打着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由头，干着玩弄文字游
戏和公众“躲猫猫”、蒙骗消费
者的恶性经营行为。无论是商
家此前的虚假宣传行为，还是
此次更名后重新上架的行为都
太过随意、太过糊弄，引起大众
的不满和抵触心理在所难免。

——红网：《“糊弄式经营”
无异饮鸩止渴》

经济学中的奥卡姆剃刀原
理，倡导“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以实现高效简洁的方法，
常被用于互联网领域。由此对
照视听平台所采取的繁杂、重
复收费模式，显然过于累赘，效
率下降，对用户极不友好，造成
市场口碑低下，用户忠诚度不
足，不少人抱怨，不愿再续费。
因此，基于更长远的运营发展
利益考虑，平台需顾及用户的
体验感和权益，不宜再延续“套
娃式”收费。

——深圳特区报：《“套娃
式”收费别套住自己》

@井陉微水 将“公共厕
所”改名为“公共服务空间”不
只是“革名”，而是增加了休息、
充电、供水、读书等许多新功
能，是实实在在的提档升级，更
是名副其实的厕所革命。

@孙建国 现在的年轻人
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茅房”是
什么，它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厕所”，厕所取代茅房是历史
的选择和必然。而温州公厕
改名只不过是先行先试而已，
相信随着厕所革命的发展，

“公共服务空间”取代“公共厕
所”“公共卫生间”也会是不远
将来的必然。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昨天，江苏沿江地区农
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携通
师二附的孩子们走进启秀
中学百草园，孩子们在“田
间地头”认识各种植物与农
作物，并种下“苏玉糯 11
号”的种子。这是一次农业
科普与情境教育的结合，通
过劳动实践提升了学生的
科学素养。

（4月17日本报1版）

近年来，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及各类学校，都十分重
视学生的劳动教育，有的安
排学生参加干农活体验，有
的组织学生到农田里认识
稻谷、小麦等农作物……可
以说，对于广大学生而言，
通过亲身体验，直接参与这
些与“农”沾边的劳动教育，
必将受益终身。

遥想我们小的时候，身
为农家子弟的我们，有谁不
认识各种农作物，有谁不会
干农活呢？可以说，小时候
认识农作物、干农活的经历，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一笔
拿金钱也买不来的财富。

可如今的孩子，尤其是
城里的孩子，几乎不太认识
各种农作物，更别提干农活
了。他们中有的压根就不
知道每天吃的米饭是从哪
里来的，不是有“米是从米
袋里倒出来的”“小麦当韭
菜”这样的笑话吗？

因此，笔者以为，开设
“田头课堂”真的很有必
要。一方面，通过走进“田
头课堂”，孩子们就能从直
观的角度认识更多的农作
物，从而避免“小麦当韭菜”
的尴尬。另一方面，有了

“田头课堂”，孩子们通过亲
手播种种子，既能体验劳动
的快乐，又能懂得珍惜劳动
成果。同时，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走进“田头课堂”，
也培养了孩子们从小热爱
劳动、学会劳动的良好习
惯，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大
有裨益的。

笔者衷心希望各地不
妨多为孩子们开设一些“田
头课堂”，让更多的孩子既
认识更多的农作物，又参与
更多的劳动教育，从而让更
多的孩子学会尊重劳动、热
爱劳动，更加珍惜劳动成
果，懂得勤俭节约。

由市市场监管局指导
南通市饭店与餐饮业商会
制定的两项团体标准《餐饮
厉行节约实施指南》《餐饮
业分餐制服务实施指南》正
式发布实施，依托政府指
导+行业自律+标准引领的
模式，持续推动制止餐饮浪
费行动，引导餐饮行业厉行
节约。

（4月17日本报2版）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制止餐饮浪费是全社
会的事情，要靠全社会凝心
聚力形成合力才能取得真
实效。

首先，还是要改变人的

意识。从国家层面上看，可
以在制度上管住公款吃喝
中的奢侈浪费，但在社会层
面上也只能呼吁引导，厉行
节约之风还需要大家从心
底树立起对粮食的敬畏之
心，真正改变个人消费中的

“面子文化”。餐饮浪费不
是个人私事，也不是生活中
的小事，关系到粮食安全，
也关系到环保民生。其次，
要抓重点人群。对于家庭
用餐来说，自己“买汰烧”一
般都会按需适度。制止浪
费主要还是要瞄准食物浪
费的重灾区，比如校园食
堂、社会餐饮。除了宣传倡
导“光盘行动”外，也需要拿

出更多方法应对，比如鼓励
食堂提供“小食份”、餐饮卖
家推出“一人食”，又如倒逼
餐饮服务员尽到提醒义务，
再如从机关企事业食堂开
始试点食物浪费的奖罚机
制等。再次，监管上持续发
力。要落实日常监管，还应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以提高
监管实际成效。比如，随机
到机关单位食堂、酒店餐馆
明察暗访，进行“不打招呼”
的突击检查。又如，多杀监
管“回马枪”，多走监管“回
头 路 ”，多 些 监 管“ 回 头
看”。这些监管方法能有效
提高监管实际成效，使监管
真正落地。

萌娃们的防拐骗意识
强不强？他们能否禁得住
陌生人的诱惑？14日，南
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峰
派出所民警身着便衣，走进
辖区万濠星城幼儿园，进行
了一次测试。

（4月16日本报4版）

可以说，此次演练，民
警在现场给小朋友们上了
一堂防拐骗安全教育课，意
义重大。笔者以为，让孩子
们有辨别能力，不是简单的
事情，这需要各方合力。

首先，教育部门责无旁
贷。作为教育部门而言，要
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举个
例子，免费向公民发放《防

恐手册》，就是要引导大家
有备无患。对于孩子也是
这样，教育部门需要像重视
教学成绩一样重视安全课
程的开设，针对不同年龄段
孩子的心理需采取适合的
教育手段。

其次，家庭教育不能空
白。有人说，家长是会教育
孩子的。但是，这种教育基
本上停留在初级阶段，仅仅
是提个醒——不要这样或
者不要那样，却没有具体的
感知度。我们应该带着孩
子一起读读报纸、看看电
视，与他们一起分析各种骗
局的骗点，让他们从小培养
识破骗局的能力。

第三，社会文化需要担

当。回想起我们20世纪70
年代生人小时候接触的童
话读物、动画故事，感觉很
多都是有用的，要么是可以
学到知识，要么是可以传递
道理。就如《小红帽和狼外
婆》的故事一样。而眼下的
儿童读物和动画故事又是
怎样的呢？狼可以爱上羊，
老虎可以和鸡鸭是好朋友，
你说孩子成天接触这些东
西，会对社会有正确认识吗？

“安全演练孩子受骗”
不能只惊出一身冷汗，我们
需要追问还有多少小红帽
会相信狼外婆？我们该如
何 不 让 小 红 帽 相 信 狼 外
婆？“便衣警察‘诱惑’小孩”
的教育不妨多搞搞！

夸刘翔骂刘翔
此怪象怎么看

□王全立

今夏，世界田径锦标赛将
迎来创办40周年的欢庆一刻。
为庆祝这项世界田径顶尖赛事
步入不惑之年，世界田径联合
会发起投票活动，邀请全球田
径爱好者评选出男、女项目各
自40个世锦赛的最伟大时刻。
引以为豪的是，中国名将刘翔
在2007年大阪世锦赛中上演的

“第九道奇迹”，赫然在列。
16 年前的 2007 年世锦赛

男子110米栏决赛，刘翔在不引
人注目的第九赛道，跑出了第
四赛道的激情，再次展示其超
一流跨栏运动员之风采。需
要 说 明 的 是 ，“ 第 九 赛 道 奇
迹”，只是刘翔运动生涯三大亮
点中的一个。2004年雅典奥运
会，刘翔实现中国男子田径奥
运冠军零的突破。2006年国际
田联超级大奖赛洛桑站他创造
了12秒88的世界纪录。

然而，刘翔成于奥运会，
也毁于奥运会。北京奥运会
因伤退场，让他成为“千夫所
指”，有些人甚至将“骗子”这
顶帽子扣在田径奇才的头上。

刘翔这一独特的“大起大
落”经历，势必带来一个提问：
为什么他因奥运会退赛遭到
全网谩骂？为什么当时大家
只记住了他的失利却忘了荣
耀，到逐渐被人“遗忘”？

笔者以为，当年出现全网
谩骂，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
是外界充满期待的东西瞬间
烟消云散，情绪上的失落让一
些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二
是道德的绑架，他们将刘翔退
赛置于个人“合理”想象的范
围，此等情绪下，岂有刘翔解
释的机会，迎接他的是难以抵
抗的暴风骤雨。

直至退役，刘翔的“待遇”
才归于平静，更准确地说，是他
逐渐被人“遗忘”。当然，这倒
不是刘翔独有的待遇，10年前
李娜摘取大满贯冠军时的轰动
效应，不亚于顶峰时期的翔飞
人吧，如今还有多少人会提到
她？当年中国体坛的超一流明
星，除了仍在篮球一线奔波的
姚明外，郎平、李宁、李小双、伏
明霞、邓亚萍、郭晶晶、杨威等，
无不步入被人遗忘的“角落”。

40年前，中国体育重新接
轨世界，这期间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世界顶尖好手。他们创造
辉煌之时，往往会赢得超乎寻
常的追捧，一旦遭遇惨败，等待
他们的往往是讽刺、挖苦甚至
谩骂，远的有中国足球“五一
九”事件，近的有中国女排兵败
东京奥运会后对郎平的质疑。

这就是所谓的明星效应，
你辉煌时他爱，你失败时他
骂，你退役时他忘。此等怪
象，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