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的质疑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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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种错误的食物搭配

1.米饭+炒土豆丝：碳水化合

物超标；2.汉堡+炸鸡:高热量之

王；3.方便面+火腿肠：咸上加

咸；4.蛋糕+奶茶：犹如糖罐；5.烤

肉+烤馍：高致癌物搭配；6.粗粮

粥+蒸红薯：纤维过高；7.黑巧克

力+咖啡：刺激神经；8.大米粥+

咸菜：营养极低。9.垃圾食品+

酒：最易吃撑。 @生命时报

幼儿出现这些症状
可能是流感作祟

① 发 烧 ：可 能 出 现 高 热 惊

厥。②眼部不适：流泪、有眼屎或

眼睛稍充血等。③有鼻炎的症

状：会哭闹、有呼哧声、张口呼吸

或打呼噜等。④喉咙不舒服：比

较怕吃东西。⑤咳嗽：多为阵发

性，干咳。⑥容易哭闹、粘人。

@人民日报

非 常道

山西政协一官员被指群里索要红包：
没祝福语的群员请抓紧退群

“今天群里谁表示了心意和我的好人，我也是个

小了气人，没表达心意的以后也不要开口了，哪怕是

一句祝福语。”“没有祝福语的群员请抓紧退群，你不

是我的队伍成员，更不是我的学生，谢谢！”

8月5日，网友“蕉门客”发微博曝光称，疑似山西

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在一个公

务员考试培训班里借生日之名，索要红包和祝福，并

公开贴出收到的红包截图。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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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西瓜400天不烂”正是科普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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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致谢的9秒视频何以感动网友
▋钱夙伟

时事 乱炖

这两天，一段 9 秒的视频，让人心里一暖：好司机遇

上了好大爷。车主开车途经斑马线，正好有一位拄拐杖

的老人要过马路，于是车主停车礼让。这位拄着拐杖，步

履蹒跚的老人，却突然脱下头顶戴的帽子，深深地鞠了一

个躬。这一幕发生在7月27日上午，福建莆田东园路正

荣时代广场附近。（8月6日中国新闻网）
当时，正在路面执勤的莆田市交警支队综合大队工

作人员周海霞刚好目睹。据他说，除了视频中在机动车

道内道第一次向驾驶员鞠躬行礼外，走到中间车道时，老

人又向驾车礼让的驾驶员鞠躬行礼。“走到最外围车道

时，有两辆电动车停车礼让了，老人也向他们鞠了一躬，

先后一共鞠了三次躬。”

斑马线前，在司机礼让行人的同时，行人也体谅司

机，这无疑是斑马线文明礼让的完整诠释，如网友评论

说：“这是互相礼让的最高境界。”确实，机动车礼让斑马

线，行人也应积极配合。长期以来，“人让车”成为思维定

势，而车子相对于人，又具有一贯的“强势”，现在终于扭

转过来，这来之不易，行人尤其应该珍惜。

而斑马线上要形成持续的礼让之风，终究需要行人

与司机相向而行，比如面对司机的礼让，行人也要以“礼”

相待，虽然不必如老人行鞠躬致谢的“大礼”，但也应或打

一个谢谢的手势，或尽量快速通过。行人的“礼让”也会

温暖司机，成为司机礼让的持续动力，如此互相的感染，

既呵护、保护了司机“车让人”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形成礼

让的良性循环。

多礼让，讲秩序，固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制约，也就是

所谓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首先需要营造尊重人、

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形成“讲公德、守法纪、

尽责任、有秩序”的良好社会风尚，而这当然需要从每个人

做起，既要对人以礼相待，也要回报以“礼”，礼让斑马线才

不仅给人以安全，更给人以心灵的愉悦。也正因此，司机

的礼让获得网友点赞，老人的鞠躬致谢，更让网友们感动。

热点 冷评

暑假来临，为一睹最高

学府的风采，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常顶着烈日，排队几

个小时才能进入清华、北大

校园。在清华、北大校园附

近，集结了一批五花八门帮

助游客“偷渡”进校园的商

家，他们自称收取数十元费

用，即可让游客不用排队就能

入校园，还有一家人为了“偷

渡”，把自己塞进快递车中

的。对此，学校保安表示无

奈，只能凭借经验拦截“偷渡

客”。（8月6日《北京青年报》）
事实上，在暑假期间不

仅是北大、清华，国内很多高

校的校园门口，总是会看到

排得老长的队伍。人群当

中，有高中刚毕业的准大学

生，也有带着“为了沾一点名

校气息”的全家总动员，更多

的，可能仅仅是抱着“到此一

游”心态的普通游客。

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讲，

与其说是参观高校，还不如

说是为了感受校园文化，感受

师生的精神状态。对一些游

客，特别是一些有志于考上高

等学府的学生来说，这样的参

观，当然是值得推广和支持

的。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更

多的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心

理，将高校当作公园、景区，

而在他们身上，游客素质也

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这不，新闻中所描述的

“偷渡客”们，以及遍地的垃

圾，就是游客素质缺失的典

型体现。本来，高校向社会

开放是一件好事，能够体现

一种“拆掉围墙”、兼容并包

的大学精神，可络绎不绝的

游客，以及各种不文明游览

行为的出现，导致好事最终

却变成了坏事。也难怪，在

前不久，中山大学就因为不

堪其扰，对外人挂起了“谢绝

参观”的牌子，事到如今再来

看这种“限外令”，恐怕很多

人都会觉得颇有道理。

不过，倒也不是提倡这

种做法，而是希望在大学因

为校园设施遭到破坏、师生生

活受到影响、环境承载量感受

到压力时，也请那些热情、执

着的游客好好想一想:既然自

己是带着很高的期待来参观

的，为什么不好好地爱护和尊

重校园文化呢？进一步说，真

正的参观，需要的是基本素质

和相互尊重作为前提，如果游

客仅仅是抱着“到此一游”的

心态，那么参观的意义和价

值又在哪呢？

参观名校不能只是为了“到此一游”
▋宋潇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

被一段小视频“刷屏”，收

藏家马未都现场切开了放

置400多天却没有腐烂的

西瓜，并提出“能否对食品

安全放心”的质疑。对此，

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转发了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的文章《马未都，不

懂别瞎说！西瓜400天不腐挺正常》称，西

瓜表皮可以呼吸导致水分流失，瓜的风干

和其他果蔬风干并无本质差异，跟食品安

全没有关系。（8月6日《北京晨报》）
首先必须承认，对于放置400多天却没

有腐烂的西瓜，不管是马未都提出“能否对

食品安全放心”的质疑，还是网友“喷了防腐

剂”的猜测，均是可以理解的；有关部门及专

家，大可不必急于怒怼质疑者“瞎说”。

至于西瓜400天不烂，是否喷了防腐

剂，还是要听食品专家的权威解释，毕竟，

隔行如隔山。普通网友自不必说了，即便

是马未都，虽然集著名收藏家、古董鉴赏

家、作家等名号于一身，但在食品安全问

题方面并不是专家。然而，对食品安全

“一窍不通”，并非意味着马未都不可以对

西瓜400天不烂提出质疑。对此，有网友

称“谣言止于智者”，显然是将质疑和谣言

混为一谈了。相反，马未都提出“能否对

食品安全放心”的质疑，也是想尽早听到

科学的声音，以免相关谣言的产生。

事实上，马未都达到了目的，相关专

家及时站出来，对西瓜400天不烂等现象，

进行了专业的解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在微信公众号“饮

食参考”上发表文章称，“这个西瓜是正常

的，根本不是有防腐剂，也不是什么食品安

全问题。这只是风干现象，这个现象在丝

瓜、葫芦、橙子等瓜果中都会出现。”同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

副教授范志红表示，“这只是再正常不过的

水果风干现象，干制品是全世界人民沿袭

了数千年的食品保存方法，食品干掉后不

容易坏和烂，天经地义，完全没什么值得奇

怪的。”实际上是肯定了钟凯的观点。

可见，两位食品专家，不仅回应了马

未都的质疑，也给公众上了一堂“食品安

全课”。换言之，质疑西瓜400天不烂，正

是科普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