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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越红越防癌

研究发现，黄色番茄中的番

茄红素每 100 克仅含 0.3 毫克，而

红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则高达每

100 克含 2~3 毫克。番茄红素是

一种抗氧化成分，能有效预防

癌。一般番茄颜色越红，番茄红

素含量越高，也就是说番茄越红

防癌效果越好。记住下次买番

茄，专挑最红的。 @上铁生活

简单4招，给枕头除螨

①暴晒：螨虫暴晒 10 分钟就

会死亡，太阳强烈时将枕头暴晒

两三个小时；②高温清洗：55℃以

上的热水浸泡 5 分钟可去除大部

分过敏原；③冷冻：枕头用保鲜膜

包起来，放进冰箱冷冻6～24个小

时，螨虫的死亡率可达 70%；④吸

尘器除尘：用专门吸尘器清理枕

套可有效去除螨虫。@南昌发布

礼让斑马线需要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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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长牙齿的“减负令”只是纸老虎 ▋汪昌莲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当前，福州警方大力开

展整治机动车斑马线前不

礼让违法行为，推出一系

列严管举措，受到广大市

民点赞。昨日，仓山交警

上路执法，1小时内查处7

车不礼让斑马线。（6月30日《福州晚报》
礼让斑马线源于“弱者保护”的理

念。相对于钢铁之身的机动车来说，行人

显然是弱势群体，礼让斑马线是对弱者的

一种保护。因此，在许多国家，机动车驾

驶员都把礼让斑马线作为一种自觉行为。

礼让斑马线也是法律的硬性规定。

“斑马线”本是行人的安全线，用以引导行

人安全地过马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

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

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

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

避让。然而，由于机动车常与行人争抢通

行斑马线这道安全线，在近年来却成为交

通事故的多发线，甚至屡屡酿成血案。6

月18日，公安部网站发布数据，近3年来，

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

交通事故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

礼让斑马线是交通文明的体现。“车让

人，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人让车，让出一份文明。”礼让斑马线作为

一种交通文明，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

注。作为礼让斑马线效果最好的城市，机

动车礼让斑马线已经成为杭州最广泛驾驶

员的自觉行为，成为杭州交通文明的典范。

由此可见，对于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的行为，必须予以严管，这是一种理念，是

一项法律规定，也是文明交通的应有之

义。然而，在认真落实礼让斑马线的同

时，也应加强对“中国式过马路”（不看红

绿灯，凑齐一伙人即硬性通过）的治理。

当然，即便是行人闯红灯，机动车也

应礼让，因为没有什么比对生命的尊重

更重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礼让斑马

线并不是鼓励“中国式过马路”，甚至需

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

力度。道理很简单，任何交通违法行为，

都不应受到姑息纵容，而只有人人都遵

守交通法规，才有利于交通安全水平的

提升、交通秩序的维护。

所以，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必须深入推

进，治理“中国式过马路”也需深入进行，

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是社会应有的

良好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毕业寄语：
不做愤激的“键盘侠”

6月28日，在中国传媒大学2017届毕业典礼上，
校长胡正荣寄语毕业生：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改革的攻坚期，难免会有社会矛盾浮出水面。如何
正确理解社会矛盾，又如何对待它们？这就需要我
们坚定信念、明辨是非、守住底线、顾全大局。看到
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其做个愤激的“键盘侠”，不如
从自身做起，去努力改变它。与其让手中的媒体成
为发泄的工具，不如让它成为社会“善治”的手段。
人生不止一个套路，每个人都能闪耀出自己的色彩。

不吓人 王恒/漫画

对扶贫干部“GPS定位”
不如引进民意监督问责

▋许朝军

近日，陕西榆林市米脂县扶贫办4名官员

因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不力被免职，同时记者

了解到，榆林市针对扶贫工作再出新措施，将

进一步加强对扶贫干部的工作管理，对全市参

与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实行
GPS定位管理。（6月30日《新京报》）

对驻村干部实行GPS定位管理，从理论角
度而言，此举确实可以有效监管驻村扶贫干
部，避免其出现缺岗和脱岗现象，有效提升驻
村扶贫干部履责意识，沉下身子抓好脱贫攻
坚。但事实上，此举并非提升扶贫效果、强化
驻村扶贫干部履责的万全理性之策。

通过“GPS 定位”确实可以有效监控驻村
扶贫干部的在岗情况，但这需要一定的技术
条件，比如个人必须拥有智能手机，否则无
法落实。同时，“GPS 定位”也并非就是绝对
的监控驻村扶贫干部的工具，如果个别驻村
扶贫干部仅仅是按照要求及时通过“GPS”签
到等，把签到当做追求和每日的功课，岂不
还是作风照旧效果难期？这不更是一种新的
形式主义了吗？

事实上，对于驻村效果的评价而言，对于
脱贫攻坚成效的评价而言，离不开自上而下的
各种评估和评价，但更离不开民意的监督和评
判。一个驻村干部是不是在尽心尽力为民谋
福，一个扶贫干部是不是在想方设法帮扶贫困
对象脱贫，一个扶贫干部是不是在履行职责为
脱贫攻坚呕心沥血，百姓心中有杆秤！农村一
线干群才最有评价的发言权！

因而，不管是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效也好，
还是为了强化扶贫驻村干部监督管理并提升
其驻村帮扶效果也罢，采取简单僵化的“GPS
定位”监督，倒不如引进民意监督问责。

不准布置超时超量的课外

作业、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以

及侮辱学生、不准将升学率作

为考核评价学校和教师的主

要标准……记者 29 日从四川

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步规范

中小学办学行为，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该省已发布《四

川省中小学减负“十严十不

准”规定》。（6月30日新华网）
事实上，四川出台的“十严十不准”规定，就是一个教育“减负令”，

是对教育部之前出台的小学减负“十条新政”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并

扩展到了初中阶段。但是，四川版“减负令”，能否得到顺利实施，还要

打上一个问号。

回顾“中国式减负”历程，从国家到地方，尽管各级教育部门的减负

政令，锲而不舍地推出了数十年，却难见实效。而在此前，来自教育部

的小学生减负“十条新规”，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比如，围绕减负

新规的争议却持续不断，官方释放的减负利好消息，似乎并未收到多少

舆论赞许。特别是，家长更是为此焦虑不安：面对重重的升学压力和择

校竞争，给孩子们“放羊”，会不会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

式减负”，叫好不叫座的症结所在。

可以预料，即便是学校执行了“减负令”，也难以阻止“学校减负，社

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发生。有人说，暑假是“第三学

期”，很多孩子在暑假并不能从书山题海中解脱出来，而要去上各种各

样的补习班。比如，一名家长在暑假给孩子报了7个补习班，可以说是

对“减负令”的绝妙讽刺。

因此，不长牙齿的“减负令”，只是纸老虎。换言之，“减负令”还需

“惩戒令”支撑。首先，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好家长的参谋，引导家长根

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

同时，要告诫家长：既然让孩子健康、快乐、幸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美

好愿景，那就应该顺其自然，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不要“好心”反而扭曲和

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特别是教育部“十条新政”也好，四川版“减负令”

也罢，均应增加处罚条款，不仅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家长违反了“减负

令”，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惩戒，以此倒逼他们善待自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