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水果越吃越不“得劲”？这可能是化肥使用
过量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在被解决。在今日农业部
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表
示，接来下国家将通过推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来
提高果菜茶的口感和价值。（5月10日《南方都市报》）

种植粮食或者果蔬超标使用化肥的问题，不但

造成了农产品的成本增加，也带来了农作物的质量
与安全隐患。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使用国。过去30年间。全国农业的
氮肥使用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世界使用量仅增加
了7倍，我国每公顷耕地氮肥的使用量是世界的3倍。

基于对化肥过度使用带来的严重危害，有政协
委员针对农民不愿费力气使用农家肥的问题，建议

“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用不起。”尽
管这一提议遭到了非议，不过如何破解化肥使用依
赖症，却不能只靠种植者的自我约束，而需要通过政
府的引导，从农产品安全的高度去整体推进，以供给
侧改革为切入点，转变化肥的投入和使用方式，最终
实现科学种植。

有证据显示，化肥的过度使用，会造成边际效应
的不断下降；化肥使用得越多，产量的增长越缓慢，

最终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过度使
用化肥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改变土壤的结构，
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危害。作为一种传统的生
产方式和行为习惯，要改变种植者对化肥使用的依
赖，就应从转变认识、政策扶持、供给转变和政策引
导等方面入手，综合发力才能见到效果。

在认识上，应当通过对过度使用化肥危害性的
宣传，帮种植者算成本账和明细账，让他们在算账中
去认知危害，减少使用的主动性；在供给上，应当通
过有机肥来替代化肥，用更加环保、更清洁的肥料代
替化工肥，同时应当限制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从总量
上进行控制；在政策上，应当通过财政、金融、土地等
综合杠杆，鼓励加强有机肥和生态肥的研发力度，以
实现化肥品种的替代。同时可以改变时下农业补贴
的投入模式，对于农民使用农家肥给予政策倾斜。

这一点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面对农产品化肥、
农药污染带来的负面代价，1992年后，日本有关部门
就决意从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开始，告别此前的
环境破坏型农业。其主要措施是，相关部门和专家给
环保生态型农业界定了标准，农业研究中心先后推
出了多种新型技术，提供可观的农业改良基金贷款
和大幅度免除农业机械的税金来提高使用积极性，
然后则是进行规模化、基地化的科学种植，以夯实科
学种值的基础。

解决果蔬过度施用化肥当有统一行动。扭转国
内化肥过度使用的现状，当应立足于实情并吸收国
外的经验，通过政策调整、政府引导、科技推广、技术
普及，强化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和规模种植效应，从国
家战略的高度，在巩固粮食产量的基础上，为提高粮
食安全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夏季已至，记者今日从甘肃省皋兰县石洞小
学获悉，该校推行夏令时管理时间，为防止出现老
师和家长的监督空档，7：50、14：50前禁止学生早到
校。（5月10日央广网）

不到规定时间校门不开，是很多中小学校的
做法。校方出此规定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之外，老
师均未到校，此时让学生入校，无人管理，存在安
全隐患。但在笔者看来，禁止学生提前入校，与其
说是学校替学生安全负责，不如说是校方替自身
的“安全”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推卸责任的手段。

其实，校门紧闭，将学生拒之门外，存在更大
的安全隐患。比如，提前到校的学生因无所事事，
可能会选择去网吧、游戏机室等场所“混时间”，这
就间接地将学生推上了网瘾之路；又如，因校门紧
闭，学生大量集结在校园周围，不仅给交通造成了
压力，而且也给不法之徒作奸犯科、将罪恶之手伸
向学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如，校门按时打开后，
集结的学生蜂涌而入，容易引发拥堵踩蹋事故。

校门不应设置时间的“门槛”，要随时向学生
敞开。这就要求学校健全安全制度，对学生肩负起
监管之责。首先，应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配备专职
的保安和门卫，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对早到的学
生，无条件放行，并对其在校园内的活动，实行有
效监护。同时，学校应配备专职的生活老师，实行24
小时轮流值守，除负责住校的学生衣食住行安全
之外，还应对早到或迟走的走读学生肩负起监护
之责，确保所有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

《西安市城市道路“以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
标准（试行）》已经执行一个月了，5月5日，西安市
城市管理局通报了检查评比排名，西安新城、长
安、高陵、曲江、高新、浐灞区符合标准并列第一，
靠后三位分别是碑林区、莲湖区和临潼区。

西安地处黄土高原，有风沙且缺水，又是旅游
发达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要保持干净整洁的面
貌，确实是有点难度。但如果把城市清洁的责任都
压在环卫工人的身上，恐怕是不公平的，也难以达

到持续的效果。街道上的灰土、垃圾数量，取决于
环卫工人的清扫频率，也取决于周边环境。周边是
否有工地在施工？垃圾桶的设置、摆放是否足够合
理？绿化程度如何？是否还有裸土的街道？商业摊
贩是否密集？行人包括游客的素质如何？这些都直
接影响到清洁效果。总之，要搞好一个大城市的

“深度保洁”，需要市政、市民、游人等多方面的协
作努力，当地政府应主动地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改善卫生状况。(5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在过去一年里，黑龙江省林甸县有个农村
家庭，经历的有据可查的车祸共有48起。在或
晴或雨或雪的天气，不同颜色、不同档次、不
同载重的汽车开到这家门外，然后在一个直角
拐弯处失去控制，在他们家制造了一场又一场
车祸。门口是两条道路相交形成的一个直角。
这是从大庆市开往齐齐哈尔市的大齐高速公路
的辅路，与一条名叫“林长路”的乡村公路交
汇。（5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只因住马路直角拐弯旁，一年经历48起车
祸，这样的生活谁能受得了？但凡遇到这样的
事，总要找政府部门解决。可事实上，“有关
部门”太神秘，总是找不到，且给出的“借
口”也实在太奇葩：镇政府和交管所说，路是
“国务院修的，省设计院设计的”，他们管不
了。县里则告诉他们，既然是“镇民”，那么
就应该由镇里负责。反正问题总是不给予解
决，由着车祸不断发生。

其实，相关官员均知道这个“危险地
段”，也知道车祸不断发生。但总是将其当作
“历史遗留问题”。之所以发生一年经历48起
车祸，显然是当初的设计有问题。不少司机从
高速下来，发现要转弯时已经来不及了。事故
多发生在晚上关灯后，司机们根本意识不到道

路的尽头有户人家。冬天的事故远超其他三
季，厚雪被碾压成冰，路面和“镜面”一样，
刹不住车。交通事故，既威胁到这家人的生命
安全，也威胁到过往司机的安全，从生命的角
度看，也应该早日解决。可尽管这户人家不断
上访，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每一
轮上访过后，小院附近就多一样东西。不知是
哪个“有关部门”立的：“慢”字警示牌，监
测摄像头，车辆减速带。这些固然能够起到警
示作用，但却是治标不治本。最彻底的办法要
么是改道设计，要么是让这户人家搬迁。可对
于当地政府部门来说，这两种方案均不愿意
做，因为代价太高。改道设计不太可能，让这
户人家搬迁又要给予补偿费。可相比于生命的
代价，这其实并不算什么。难道一定要等到出
了人命才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年经历48起车祸的危险路口，是一段羞
耻的路口，也是一段责任心缺失的路口。这说
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以民为本，没有真心实
意为民办实事，解决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更是一段缺乏敬畏生命的路口，如果以往的
损失加起来，恐怕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总
之，一年经历48起车祸的危险路口是“耻辱”
标本，有关方面应该采取整治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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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亲人去世需要办丧事，企业竟然索取
“证明”。近日，安徽滁州全椒县十字派出所民警就
依据规定拒开这样一份“证明”。原来，谢女士夫妻
在上海打工，公司为防止员工“骗假”，规定员工若
有亲属过世，必须由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否则按
事假扣工资。（5月10日《新安晚报》）

请假办丧事，也要派出所开证明，这事儿真够
奇葩。类似现象并非个案。近期以来，随着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多地派出所的“怒怼”，来自政
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奇葩证明”已较为少见，但
来自银行、保险、私企等社会机构、非公单位的“奇
葩证明”依旧存在且格外刺眼，如健在证明、单身
证明等，不一而足。

对这类“奇葩证明”，靠行政力量“一刀切”治理
既不妥当，亦不切实际，而应通过法治方式和市场
方式来解决。比如，像“奔丧证明”等刁难员工的现
象已涉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当地劳动保障监
察部门应积极介入，约谈或警告企业负责人，视情
况给予相应的处罚。同时，鼓励员工投诉和举报，
加大社会监督力度，让企业版“奇葩证明”成为过
街老鼠，也让管理者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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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果蔬过施化肥当有统一行动
□ 唐 伟

路口一年48起车祸

呼唤整治行动
□ 前 溪

“禁早到校”

也是一种教育失责
□ 汪昌莲

企业版“奇葩证明”

也该治治了
□ 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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