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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控”的小龙虾要“刹刹车”了
□ 戴先任

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

面积 1680 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

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

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 年小龙虾养

殖面积可能达到 2000 万亩……小龙

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

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

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

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

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

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

全隐患。(8月6日《半月谈》)

小龙虾养殖是一种稻田综合种

养模式，但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

虾”多为非共生模式，“稻田养虾”甚

至成了“虾田种稻”，带来了不少负面

效应，如报道指出：存在挤占基本农

田，减少越冬作物种植面积;影响水稻

生产，部分水稻“种而不收”；长期水

淹破坏土壤，威胁“藏粮于地”战略安

全；加剧水资源紧张，威胁水环境安

全；部分养殖户大量投放饵料、肥料，

加剧了水污染……

小龙虾是百姓餐桌上的美食，是

不少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

这并不就能成为小龙虾产业任性而

为、无序发展的借口。“失控”的小龙

虾，甚至已经严重破坏了本应严守的

“耕地红线”，破坏了稻渔综合种养“不

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基本原则。

小龙虾产业不能继续这样无序

发展下去，亟待按停小龙虾养殖“快

进键”，对“失控”的小龙虾要“刹刹

车”了。要让小龙虾产业能够规范发

展，消除小龙虾养殖的负面影响。比

如要做到稻虾兼顾，绝对不能“重虾

轻稻”，不能牺牲生态环境、粮食安全

等，来追求小龙虾的产量。对于稻渔

综合种养产业，要能科学规划、规范

发展，达到稻渔“共赢”的结果。

“失控”的小龙虾，暴露了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存在的问题。要让小龙

虾产业不再无序发展、野蛮生长，促

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就需要各级相

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督与科学引导，同

时还要彻底纠正错误的发展观，让农

业、农村能够真正走上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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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莫成“装害”
要“好”别不要“命” □ 殷建光非常道

张文宏：散发病例是正常现象
全国抗疫进入消化期

尽管国内疫情不再大规模暴发，但每天的偶

发、散发病例仍让不少人提心吊胆，抗击疫情似

乎进入了病毒游击战的阶段。然而相比于“游击

战”，张文宏更喜欢称之为“消化期”，“再经过几

个月的时间，像这种无症状携带也会被消化掉

的，就真的没有病人了。” @中国经营报

微声音

4类豆制品各有营养特长
相较动物肉类，豆制品含有丰富的大豆异

黄酮、膳食纤维等成分；相较红豆、绿豆等高淀

粉杂豆，豆制品中淀粉含量少，蛋白质质量高。

不同豆制品还有自己的营养优势：①膳食纤维

高手：毛豆、豆渣。嫩毛豆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

4.0%，远超芥菜、菠菜、苋菜、芹菜杆等高纤维蔬

菜。②补钙高手：豆腐、腐竹、豆干、豆腐皮等。

大豆本身含钙量并不算高，而做豆腐、豆腐皮、

豆腐干时，需要加入含钙的凝固剂，所以成就了

一大批“补钙高手”。③维 C 高手：豆芽。大豆

中基本不含维生素C，而每100克豆芽中含9~21

毫克。④矿物质高手：发酵豆制品（豆瓣酱、豆

豉、豆腐乳等）。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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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机构仅14%合法”
说明了什么

□ 罗志华

浙江玉环市一

小区由于受台风

“黑格比”影响，一

位居民在尝试关

闭外窗时，被大风

吹起，从11楼坠楼

身亡。经调查发

现，这家住户自行

将开放式阳台改造成封闭式阳台。

由于台风持续时间久、风力强，改造

的窗户牢固度不够，造成门窗损坏进

而造成悲剧。（8月9日央广网）

窗子随便改，导致了坠楼事件；

承重墙可以拆，会对整个大楼产生隐

患；装修材料不合格，会对业主健康

造成终身伤害……因为装修不当，导

致丧失生命，这个悲剧让人惊骇，也

给我们敲响警钟。

如何避免“装修”成“装害”？笔

者提三条建议。

之一，加强法治建设，给装修戴

上法治镣铐。目前，家庭装修的法律

主要是《建筑法》，规章主要是《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笔者认

为，这已经不适合现代装修的实际需

求。随着高层住楼增多，人们对居住

幸福要求的提高，有了更丰富的装修

需求。面对这个强大的市场，装修公

司很容易为了赚钱无限制满足客户，

对于违规装修还埋下了伏笔。笔者

建议，制定《装修法》，对装修进行全

程全员监管，保证装修双方的权益。

之二，倡导简约装修风尚。笔者

认为，应避免过度的豪华装修风。一

方面，这是奢侈浪费；另一方面，存在

安全隐患。笔者建议，制定公民室内

装修标准，尤其是对房子结构、水

电以及装修材料等方面进行严格要

求，防止“装修”成“装害”。保证公民

安全，保证整座大楼的安全。

之三，建立装修背书机制。要

建立装修责任终身背书制，谁装修

谁负责，出现隐患与违规，要进行严

惩。装修背书，包括三个方面的人，

一是业主自己，业主装修必须对整

座大楼负责；二是装修公司，装修公

司装修，必须对装修材料、对业主、

对整座大楼负责；三是质量检测人，

所有的装修都必须经过质量检测，

质量检测人必须对业主、对装修公

司、对整座大楼负责。装修关系业

主安全、关系整个大楼的安全、关系

装修市场的安全，质量检测环节不

能缺。

“2019年中国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机构约

1.3万家，而非法经营的医美店铺数量超过8万

家，合法医美机构仅占行业的14%。”在8月6日

中国医美行业自律行动首阶段情况及趋势发布

会上，艾瑞咨询高级分析师赖贞说。（8月9日

《南方都市报》）

几千亿级的市场体量、每年40%左右的增

速，很多富起来的民众，都希望能够“美起

来”，导致近年来“颜值经济”呈井喷式发展，

对整形外科医生的需求巨大。

但另一方面，供给却远远落后于需求。据

《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统计，

目前医美行业“无证行医”、超范围行医的医生数

量超过3万名，而据2018年卫健委统计年鉴，整

形外科专科医院医师（含助理）数量仅3680名。

不仅合法医生少得可怜，合法医美机构更

难寻觅，并且在这些机构里，要么价格贵得吓

人，要么根本不愿意做微整形等小手术。因

此，在责备“黑医美”赚昧心钱的同时，也要问

下：合法且质优价廉的医美服务在哪？正规供

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靠什么来填平？

平衡医美供需之间的突出矛盾，对于净化

市场至关重要。有了足够多的正规机构和正

规医生，“黑医美”才会失去存在的空间。加大

医美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培育更多合法的医

美机构、动员机构以更亲民的价格提供服务，

不让任何一种需求处于供给的真空状态，“黑

医美”占主流的畸形现象方能得到根治。

还要看到，人才队伍和机构建设在短期内难

以完成，且急速发展的医美市场也存在虚热现象，

医美需求与供给失衡，部分是出于刚需，部分是出

于人为炒作。部分美容手术可以不做，但机构的宣

传攻势、医美APP的洗脑营销，以及看脸时代在求

职、晋级、恋爱等方面的种种表现，无不助涨了“美

容焦虑”，培育了很多非必要需求。端正一些不太

正确的审美观、提倡合理消费和适度美容，从而为

医美去虚火，也能发挥净化医美市场的作用。

谁吃谁？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