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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食物能提高免疫力
多吃一口都是赚

想要提高免疫力，在日常食

谱中加入这9种：①酸奶：护肠道；

②谷物：抗氧化；③大蒜：抗感染；

④鱼贝类：抗病毒；⑤鸡汤：化痰；

⑥茶：抗菌；⑦牛肉：补锌；⑧红

薯：增强皮肤抵抗力；⑨蘑菇：抗

感染。 @生命时报

济南拟出台养犬新规
“遛狗绳长不得超1.5米”

近日，济南警方就《加强养犬管理的

通告》向社会征集意见。通告中“市民遛

狗时绳长不得超过1.5米”的规定，引发关

注。对此，济南公安回应称，遛狗绳长数

据，是畜牧部门经过实验后，得出的“犬只

不至于影响他人”所应保持的安全距离。

@新京报

非 常道

真正的人才最渴望的不是金钱
而是事业

引进人才需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

让外界看到这个地方有施展本领的舞台，

有干事创业的氛围。真正的人才，最渴望

的不是金钱，而是事业。与其在金钱上猛

砸，不如在创造良好的环境上使劲，这样对

人才更有吸引力，也更能让一个地方走得

更远、更稳。 @人民日报

尽孝当趁早，莫待爹娘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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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源头堵住“二手药”黑市
▋廖海金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1680名18～35岁青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56.5%的受访青年给父母

生活费，58.5%的受访青年

认为年轻人应该给父母生活费。（3月8
日《中国青年报》）

日常生活中，常听到一些青年人埋

怨，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什么事情都要管，

甚至给自己的父母贴上不爱我、脾气暴

躁、蛮横无理的标签。在很多年轻人看

来，父母就是专横、自私群体，什么都爱管

着，如果呆在家里没出去找工作，还会向

子女收生活费，这简直是将亲子关系变得

利益化、商业化了。果真如此？

当下，又有多少年轻人能够真正体谅

父母的不易？大多数父母一生“抠抠巴

巴”，用两双手硬生生撑起三代人的幸

福。父母年轻的时候可能想着供完孩子

读书就歇歇，结果等到孩子真正工作了，

却又想着帮他们攒钱结婚、买房、买车，去

照顾孩子的孩子，去供孩子的孩子读书、

工作……

适当给父母一些生活费，这是年轻人

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方式，也能体现

一个人长大独立了。“羊有跪乳之恩，鸦有

反哺之义”，为人子女，肯定是要懂得孝顺

父母。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感慨

生存不易的当下，又有几人能够抽出时间

陪伴父母？力所能及给父母生活费，并非

真正靠金钱和物质来维系这种家庭情感，

更多的是让父母感受到子女跪乳之恩，并

非父母真正缺子女这两个钱，而是父母想

子女多关心他们。

“子欲孝而亲不待，子欲养亲不在”。

就时间本身而言，“早”与“迟”不过是个

节点。但对孝亲而言，父母在世时尽孝是

“早”，父母去世尽孝已“迟”。或许有人

会说：“我的父母还年轻，尽孝，来日方

长！”或许，有人认为：“平时工作忙得厉

害，哪能常回家看看？”

事实上，年轻人事业有成是尽孝，给

父母生活费也是尽孝，常回家看看也是尽

孝……但无论哪种方式方法，父母把我们

培养成人，我们怎么回馈父母都不为过。

尽孝这事儿，经不起一拖再拖。尽孝当趁

早，莫待爹娘老。

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

或是多赢之举
▋张魁兴

凡进入非遗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亟须

保护的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如何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蔚县周淑英剪纸艺术馆馆长

周淑英呼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教学体

系，探寻行之有效的传承模式，在全社会营造全民

学习、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浓厚氛围。（3月7日《燕
赵都市报》

近年来，非遗保护与传承已经进入各地政府的

议事日程。比如，广西已经建立了文化生态保护区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成为广西保护文化遗

产的新模式，而且“非遗”传承基地已经开馆授徒。

再比如，云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

年，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及代表性传承人档案建设全面完成，非物质文化遗

产记录和数字化保护工程全面实施。

但在笔者看来，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是

非遗文化传承的根本之策。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

标志，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将促进民族文化与艺术繁

荣发展。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与实践，一是有

利于传承非遗文化，二是有利于培养非遗高层次人

才，三是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素质教育。非遗的最大

危害是失传或消失，而将非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

不只是传承非遗文化，更是培养非遗“传承人”。非

遗文化有了“传承人”，就不会担忧非遗文化的失传

或消失。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尽可能延长

非遗的寿命，尽可能地传承非遗文化。当然，非遗资

源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在校园传承。

笔者希望各地教育部门对本地的非遗资源进行系统

的分析论证，要将文化传承与扶贫或帮扶结合起来，

要将文化传承与增加创业项目或增加新的经济增长

点结合起来，重点推广、精准传授，努力建设非遗项

目特色学校，打造非遗项目特色专业和课程，培育非

遗项目特色人才，这是一举多赢的好事情。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许多小超市、小卖部门口，看似随意地

摆放着一块虽然很小却足够醒目的纸牌，上面写着“高价收药”四

个大字。更有甚者，还有人专门到乡下去从事此项生意。可以想

见，这门生意的利润与回报应该是较为可观的。（3月7日《北京青
年报》）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有着严格规定，国

家对其实行经营许可制度。回收药品再出售牟利被国家明令禁止。

从事“二手药”回收的药贩子，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乃至根本没有药学

知识。他们在回收药品时，仅靠外观识别，很难避免假劣药品通过回

收渠道流入市场。非正常途径回收来的药品，一旦用于临床治疗，疗

效没有保证，极易引发药品安全事故，以致危及生命安全。

应当承认，由于非法回收药品流动性和隐蔽性强，药品监管部

门近年来的打击收效甚微，可谓治标不治本。实践证明，仅靠打摧

枯拉朽般的“运动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从源头上治理，建立“二

手药”监管的长效机制。劳动保障、卫生、药监、工商、商务等相关

部门应共同行动，分别加强对医保运行、医院药品管理、药品流通

及非法回收药品广告等方面的监管，从源头上彻底铲除“二手药”

生存的土壤。

一方面，通过报纸、电台、网络、电视、手机微信、设点咨询宣传

等形式，加大对“二手药”危害性的宣传力度，从科学用药角度提高

公众对药品正规回收的理解、支持和认知度；另一方面，建立健全

废旧药品后期处理的相关规范化管理和深入农村、社区的常态化

回收机制，从源头上堵住“二手药”黑市。政府、医院和企业还应加

大宣传普及医药知识，让群众充分了解正确使用药品的方法，合理

储存药品，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针对一些不法分子重点回收的高

价药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建议药品生产企业对价格较高药品的

包装盒设计进行修改，实现一次性使用，避免被不法分子重复利

用。药品零售企业和医疗机构也可以尝试建立药品退货机制，以

减少或杜绝回收药品的来源。

黑市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