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晚上6点半，青岛交警市南大队的多位民
警来到了青岛市八大峡广场东侧的几条马路路口，
在这里摆放起了禁止通行的标识。从当晚开始，青岛
交警市南大队每天都将对这几条道路进行分时段封
闭，禁止机动车行驶，供市民和几个“暴走团”步行。
有关方面表示，之所以实施将部分道路进行分时段
封闭，供“暴走团”等活动，是经过了多次调研所决定
的。（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在情感上，笔者倾向于相信给“暴走团”让路，是

深思熟虑的结果，“经过了多次调研所决定的”。如果
是在过去，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有关方面的视线
里，可能根本没有“暴走团”的位置。

一段时间以来，与老人相关的话题热了起来。其
中的“广场舞”“暴走团”，有时俨然成为“不是老人坏
了而是坏人老了”的注解。对于一种社会现象，情绪
化解读，只能激化矛盾，更应该做的是，思考一下现
象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从混乱走向有序。审视

“广场舞”“暴走团”，必须坚持理性和善意的视角。
需求不仅存在层次性，也存在发展性。社会的发

展过程，也是需求不断发展的过程。旧的需求满足
了，新的需求又会产生。政府必须顺应民生需求的变
化，致力于不断满足民生发展的新需求。“广场舞”

“暴走团”的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其背后，是今
天的老人对于养老已经有了新的需求——— 既希望老

有所养，也希望老有所乐，希望养老质量更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给“暴走团”让路，体现了一种满足民生需求的
价值取向。面对老年人不断高涨的健身需求，置之不
理不对，驱逐打压更是不对。由于需求具有内在逻
辑，打压是没有用的。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总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老年人“与车争路”，万一发生恶性事件，
也容易让政府陷入难堪之中。青岛交警表示给“暴走
团”让路“于法有据”，社会公众对此应该予以肯定。

可让路之后会产生新的问题。从新闻中看到，
“这里的机动车道本身使用率就不高，分时段开辟出
来供徒步的市民使用，其实也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
合理利用”。可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的“使用率不
高”，大有可能发展为使用率很高。彼时怎么办？“广
场舞”“暴走团”正处于发展之中，万一其他地方的老

年人也表达出“争路”诉求，又该如何应对？
“广场舞”“暴走团”的出现，是一种普遍现象，不

是一个城市独有。笔者所在的城市，近年来也出现了
大量的跳舞和夜走人群，但很少有“暴走团”上机动
车道的情形。原因有两点，一个是马路上配备了较宽
的非机动车道，二是近年来大量建起了体育休闲公
园，有效分流了人群。据了解，“八大峡广场附近的

‘暴走团’是受条件限制，才会在马路上‘暴走’的。”
如果解决了“条件限制”，想必也就不会有在马路上
暴走的情形。这给城市规划与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必讳言，我们的城市
在发展中，在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上表现得远
远不足。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城市必须把满足老
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放在更重要位置，通过建设公共
活动场地来“还清历史欠债”，而这更具有根本性。

近日，一篇“看病前先考试，考试不及格不给
看病”的文章把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银屑病科
的张英栋医生推上了舆论的漩涡。据张医生所诊
治的病患介绍，入院考试确实存在，考试的内容全
部出自张英栋医生出的四本书，不仅如此，在张英
栋医生那里看病的患者中，很多人被他推荐购买
过书。（8月28日《北京青年报》）

看病居然扯上考试，真是前所未闻。当然，冠
冕堂皇的理由是，“考试、推荐购书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治病”。虽然看病之前看些有关的医书，对
于配合医生治病会有好处，但这也只是一种辅助
方法而已。而且，病人中，有的或许不识字，有的或
许看不懂，那么，如果考不过怎么办？现在医生让
病人先买书再考试，“考过才能住院”，这岂不有耽
搁治病的风险？就算是建议患者看点相关的书，也
并无必要一定看张医生的书。张医生并非是银屑
病的权威，他的书并不能成为病人学习的权威方
向。说白了，考试内容大部分出自他的书里，且必
须“考过才能住院”，这等于逼着病人买他的书。

139元的书款对患者并非小数。如果书可以通
过这样的方式卖出去，那张医生到底是医生还是
商人？而医生一旦利欲熏心，又如何做到“医者仁
心”？“医生卖书”是一场荒诞闹剧，院方及相关部门
不能坐视不管。

如今一些中小学的校领导过多，已是普遍现
象。比如，近日有网友向媒体反映称，海南省一所
乡村小学设置校长、教导处、德育处、总务处领导
岗位16人，其中校长就有5人。

学校领导岗位众多，影响了一线教师的工作
积极性。不少一线教师课时不少，工作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可是到年终考核和绩效考核的时候，却

很少有“评优”的机会，绩效工资也低。这种现象，
让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极大伤害。有些教师一
旦成了管理者，工作重点就不再放在教学教研上，
有些人想管理和教学兼顾，可是能力和精力不够，
往往两者都做不好。学校的主要职责是教书育人，
不是“谋官”的地方，中小学校是应该好好简政了。

（8月29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近日，中国餐饮巨头海底捞曝出“厨房出现
老鼠”等卫生不良情况，北京市食药监局责令海
底捞北京地区所有门店一个月内实现后厨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事实上，一场中国餐饮业的

“厨房改革”正在悄然进行中。近年来，中国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国推行“明厨亮灶”工
程，过去中餐厨房“闲人免进”的情形正在转变。

（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明厨亮灶”，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推行的一项利民工程，即让消费者坐在饭店大
厅或包间，就可以通过透明玻璃或大屏幕将后
厨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调查显示，一线城市
94%的消费者认为“明厨亮灶”能增加对餐厅的
食品安全信任。作为一种监管方式，可以说“明
厨亮灶”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过，在实施中一些商家却也很会“算计”。
据媒体报道，一些餐饮企业在“明厨亮灶”过程
中，有的直播没有直播到“要害”部位，不是直播
食材加工的过程，而是对准了清洗台和半成品
加工间；有的因设备问题，部分摄像头拍到的画
面是无效的，在显示出的直播画面中，少数也会
出现瞬时马赛克状的模糊画质等等。如此，就很
难达到“明厨亮灶”的效果。

可见，“厨房改革”仅有一招“明厨亮灶”远
远不够。尤其是，面对一些“黑心”餐饮企业，要
想让“明厨亮灶”成为一种摆设易如反掌。推进

“厨房改革”，一方面应纾解监管人员少与监管
范围广这一突出矛盾，毕竟食客监管的力度，远
不如“正规军”的威慑力大，况且如果一些食客
举报餐饮企业的问题，也会给自身带来麻烦，因
此壮大监管队伍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应用好“吹哨人”制度，就是知情
人士的爆料制度。2011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制度的指导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也明确，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并保护举
报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正是“吹哨人”制度法律
基础与政策保障。因此，让“吹哨人”充分发挥好
功力至关重要。

再者，应利用好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纾解
厨房问题的核心力量，“明厨亮灶”不仅是给监
管部门和广大食客看的，更重要的也是给餐饮
企业自身看的。通过此，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即时跟进改过，这才最重要。如果摄像头一
安，不是施展遮掩战术，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
安装的摄像头再多，餐饮安全也难以让人放心。

食品安全事关生命健康，“明厨亮灶”是中
国餐饮“厨房改革”的重要一步，但面对食品安
全的严峻形势，以及一些黑心商家，唯有监管跟
得上形势，后厨存在的乱象才会得以根治。因
此，“厨房改革”唯有多方努力，才能让消费者真
正放心。

随着近年外卖、快递业迅速发展，塑料制品
的需求也开始出现抬头趋势，而新增的大量外卖
餐盒多采用不可降解材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成本。（8月27日《新京报》）

外卖平台的发展，直接方便了广大上班
族、宅男、宅女解决三餐问题。但与此同时，
外卖跟快递一样，制造了大量的垃圾，严重影
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生态环境。统计数据显
示，美团、饿了么、百度三大外卖平台15天订
单量所产生的塑料垃圾就能覆盖整个西湖，全
国每天产生的外卖垃圾规模达到350吨之重，相
当于一个中大型厨余垃圾处理厂的日处理量。

外卖垃圾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还是经济
问题、技术问题、理念和思维问题，治理外卖
垃圾需要政府、外卖平台、市民等各方共同努
力。于政府而言，必须在顶层设计层面，制定
和规范外卖包装标准和政策，从源头上治理外
卖包装垃圾。于外卖平台而言，应当从社会责
任角度出发，建立外卖包装循环使用机制。目
前外卖平台基本上使用的是一次性饭盒，没有
循环使用的可能性。为此，必须规定使用可降
解材质。于市民而言，需要转变生活观念和生
活方式，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要
叫外卖，或者自己在家做饭吃，进而减少外卖
垃圾的制造量。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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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团”给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
□ 毛建国

“厨房改革”

别只限于“明厨亮灶”
□ 杨玉龙

治病医生

不能成了卖书的
□ 钱夙伟

破解外卖垃圾

需多方合力
□ 张立美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