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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春财经学院六公寓宿舍楼一侧的外墙墙
皮被吹落一半，中国天气网的天气情况显示，当日上午
吉林长春的风力为四级，校方否认系“豆腐渣工程”。

即使是防寒层，也不该如此“弱
不禁风”，背后是哪里出了问题？施
工方有没有偷工减料？项目招商存
不存在猫腻？此时不反省查漏，等
哪天砖墙塌了再重视，恐怕就为时
已晚。 （图/李宏宇 文/晚山）

风起墙皮落风起墙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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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乐学本是好事，自古便有
“凿壁偷光”、“囊虫映雪”等勤学美
谈。而这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学习”的精神头儿，终于还是成功
延续到了现在。这不，据新华社日
前报道，“禁读令”颁布近三个月，一
些本该受“禁读令”约束的事业单
位、国企领导干部仍在“逆流而上”，
坚持参加多种形式的高收费培训。

学时 30 天，学费 19.8 万元。笔
者和小伙伴都惊呆了，憋了半天想说
一句话，即使不花钱你还是可以学习
的。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储备本没有
错，但真想提升个人素养、提高为人
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天价培训班不
见得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辩
称“课程含金量就有那么高”，那么课
程设置则无情出卖了这些“好学者
们”：“国内外瓷器博物馆、古玩市场
及高端会所实践之旅”，囊括西北菜、
川湘菜、宫廷菜在内的“美食品鉴”，
以及更多可“私人定制”的豪华游学
班⋯⋯价值几何，自有公断。

按照常识，本该“一肩明月、两
袖清风”的干部，是断然上不起这动
辄 6 位数的培训班的，那么问题来
了：一，钱从何来？二，课程显然与
为人民服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等高尚宗旨扯不上关系，这钱花得
就不心疼？三，既然无法学到实用
的真知灼见，还非要上这种培训课

到底是为啥？答案也来了：一，钱出
自公费或部分公费；二，不心疼，原
因参照答案一；三，为了突击花掉培
训经费，还可以建立暧昧不清的政
商小圈子，一举多得。

只可惜“30里借书”言犹在耳，可
叹“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警钟訇
訇。某些公权在手、责任在肩的“假
好学”，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真腐败”。

学无止境，但公务培训费用设置
及预算报销应有止境；学海无涯，但假
学之名顶风违纪、抱团而腐必须回头
是岸。“禁读令”下，官员退学潮一度汹
涌，却仍有部分寄生在体制内，有权力
资源、无敬畏之心的硕鼠，继续拿公款
为自己贴金、借学习拉帮结派，肆无忌
惮地贪婪，罔顾法治与规则。

一个巴掌拍不响。再说这些高
端培训机构，其中不乏挂着国内顶
级高校名牌者，也在利益驱使下狂
掉节操。据报道，一些培训机构为
方便“学员”报销，将超出单位预算
的部分开为餐费发票，或做成普通
员工培训费，妥妥坐实“同谋”交椅。

期待各级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细化监管规则，不给硕鼠钻空子
留机会；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善，违
法乱纪者追责到底。也期待培训机
构遵守规则，勿为虎作伥；某些企事
业单位领导们树立法治与道德自
觉，主动远离腐败温床。如果求知
欲爆发而不可遏止，不妨先读一读
那张著名的书单，你懂的。

假好学，真腐败

学无止境，但公务培训费用设置及预算报销应有止境；学海无涯，
但假学之名顶风违纪、抱团而腐必须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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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杀和食用珍稀野生动物，不仅犯法，也是一种粗陋的
饮食习惯，烛照出文明的短腿。而吃的文化，不仅关乎动物
保护，更关乎民风民俗，关乎政风党风。我们需要一场饮食
文化的净化。

这是一个创业时代，
也是一个享乐时代，
但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深度触网的互联时代，
更是一个日益成熟的法治时代。
它属于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的每

一个人。

不得不说，作为一枚有追求的吃
货，生在这个时代，如在天堂。时刻享
受着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捷与惊喜，
味蕾不会撒谎，它告诉我，O2O式生活
真是棒极了。

哪 儿 新 店 开 张 ？ 哪 家 人 气 最
旺？手机 APP 刷新下便可知。想要
实惠？团购给你。没空出门？线上
订餐将饭菜送到家门口。想打探私
家美食？翻开微信朋友圈，秘制饼
干、蛋糕、牛肉干⋯⋯各个都是厨艺
小能手，限量限时独家供应。

餐馆从线下开到了线上，服务从
线上延伸到线下，线上下单，线下享
受。神奇的网络仿佛一片无垠的蓝
海，带给商家与吃货无限可能。

不过，说到线上订餐，有些让人心
塞。最近，央视曝光了杭州九莲庄几
十家“线上黑作坊”，镜头里那布满油
垢的灶台、蟑螂横行的墙面、腐坏变质
的食物、赤膊上阵的“大厨”，岂止“脏
乱差”可以形容，简直不忍直视。线上
高大上的热门餐厅，线下竟是无证照
的“黑暗料理”，脑补一下曾经订过的
那些餐，让人不禁一阵阵反胃。

想问，是谁深深伤害了我们吃货
纯真的小心灵？没有营业执照、卫生
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的那些“黑作
坊”，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违法
的？厨房卫生条件如此恶劣，难道他
们不知道有害健康？“就我一家吗？”

“卫生？小店不都这样吗？”听听店主
们面对镜头时理直气壮的回答，也是
让人醉了。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一些
人的道德良知却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从烧烤摊、小饭馆的实体店 1.0 版本，

进阶到了线上订餐的互联网 2.0 版
本，商业嗅觉倒是挺敏锐，可惜都没
用在正道上。

再看看那些光鲜亮丽的线上订餐
平台，诸如“美团”、“饿了么”、“淘点
点”等，优惠活动时时有，促销手段样
样新，悄无声息中，抢占网络订餐这片
市场蓝海的烧钱大战日渐白热化。一
再压低利润，争夺客源，竞争虽激烈却
终究不可持续。“餐厅线上化”刚刚起
步，行业规范与秩序建立尚未成体系，
食品安全、物流配送等问题更是让人
忧心，此时只顾着打价格战，真的好
吗？有的订餐平台上，某些餐馆的地
址甚至都是虚构的，更不谈对营业资
质的审核了，管理如此松散随意，也难
怪黑作坊能趁虚而入。

今天，大伙兜儿里都有钱了，文
化教育也普及了，科学技术也发达
了，可健康仍是一种奢望。食品安
全问题如同驱不散的雾霾一般，是
人们心中无法言说的痛，无孔不入，
无处躲藏，无能为力。何以解忧？
唯有监管。日前根据举报，西湖区
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城管、卫生等
部门，对九莲庄进行整治检查，35 家
黑餐馆被取缔。无良黑手伸向互联
网，隐身于街巷，监管的嗅觉就应当
更加敏锐，线上线下全覆盖，360 度
无死角。

事实上，一枚吃货的小小快乐，
都仰赖于法治的进步。《餐饮业经营
管理办法（试行）》将于 11 月 1 日正式
施行，作为一部行业法规，它对餐饮
企业依法经营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首
次对外卖送餐作出规范，这也让针对
线下餐馆、线上平台的监管在一定程
度上有法可依。

不算新鲜的O2O式生活，想要生
机勃勃，不难，想要井然有序，不易。
法治与监管的脚步须臾不能怠慢，无
论线上还是线下，都是百姓生活，都
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期待法治深度
触网，让线上消费不再忧伤。

法治深度触网
终结黑暗料理云南普洱江城县官方，在否

认公务人员食用珍稀动物的同
时，承认在当地一处贸易市场，查
获了不少濒危野生动物，并承诺
对此事严肃追查。这坐实了媒体
此前的报道。

实际上，媒体报道显示的这条
贩卖、宰杀、食用珍稀野生动物一
条街情景，要触目惊心得多——成
群结队的食客从省内外相伴而来，
烘托出一股怪诞的饕餮氛围；铁笼
关猴、活杀猕猴、烧烤全猴的高调
展示，更呈现出一副瘆人景象。这
引起了舆论的愤慨。而那些待宰
动物的惊惧眼神，也戳中了无数人
的泪腺。

显然，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集
市，如此成规模地宰杀受法律保护
的野生动物，要说当地监管部门不
知情，似乎难以理解。这些野生动
物如何逃脱边检从越南流入中国，
贩卖宰杀食用野生动物的产业链
又是何以发展壮大，监管该负怎样
的责任，需要给舆论一个交代。

而在监管的无为和商家的无
良之外，更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社
会现实。那就是，这条贩卖食用野
生动物的街区，其长期存在的背
后，应该有着深厚的民间饮食文化
基础。当地人信奉着吃猴脑治疗
头昏之类的传说。而类似的饮食

习惯，也不止于当地。正是一部分
不健康饮食文化土壤，一次次助推
了虐杀珍稀动物事件的发生以及
饮食陋习的延续。

中国有悠久的饮食文化传
统。美食，是中华文化瑰宝库中的
重要一员。但在合乎天理人欲的
健康饮食之外，我们的饮食传统同
样藏污纳垢。比如对鱼翅、燕窝、
熊掌的顽固偏好和过度消费。时
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固守物以稀为
贵的理念，不管健康与否，越稀有
吃得越带劲。南方一些地区，更有
人走向猎奇的极致，发明出所谓

“活吃猴脑”、“三吱肉”、“龙虎斗”
等残忍吃法。

古人云，食色性也。基本的生
理需要，无可厚非。但是，一些饮
食偏好，并无科学依据。滋补的功
用，似是而非，吃出寄生虫、吃出怪
病的案例倒是屡见不鲜。更不用
说，一些饮食行为，已经出离了法
律，出离了人类对待动物应有的基
本“仁道”，只剩下猎奇和炫耀。古
人尚知君子远庖厨的简单道理，今

天 的 一 些 人 ，却 反 倒 变 本 加 厉
了。

甘地曾说，一个民族的伟大与
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
何对待动物来判断。这话放在今
天更容易引起共鸣。从利益上讲，
人类已经懂得生态圈的平稳对自
身的意义，并将保护濒危动物付诸
法律。从道德上讲，从 40 年前彼
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首倡动物
伦理学，到今天，人类道德的外延
不断扩展，已经普遍将对动物的道
德关怀列为重要内容。这本身就
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显示了人
性品质的擢升。

就动物伦理学而言，我们的社
会需要补的课还很多。国际上已
有 100 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
不食用受保护野生动物，这基本是
多数国家的法律共识。即便对畜
牧动物，人类也主张在养殖和屠宰
过程中减少它们不必要的痛苦。
对猫狗之类人类的伴侣动物，越来
越多国家立法禁止食用。但吃狗
肉，办狗肉节，吃珍稀动物，此类明

显违背动物保护共识的行为，却往
往在我们的民俗中顽固延续，也被
许多人视若平常。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们不能
让那些饮食陋习拖了文明的后
腿。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
展，一派生机勃勃。但文明不只在
物质和器物层面。动物保护的状
况，它不只反映人对动物的态度，
更烛照出人心的善恶。假如连在
食用濒危动物上的这点贪欲我们
都克制不了，假如在 21 世纪的今
天我们仍热衷保持茹毛饮血、生吞
活剥的凶残饮食陋习，那么我们也
就不必再妄谈什么为人类文明作
贡献之类的豪言壮语了。

饮食，更是社会综合文化的体
现。残杀濒危动物，固然是“吃”的
一种陋习。而邻里相交，人情往
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何尝不也
是一种不文明的“吃”文化？涉及
到政治，打着公务的旗号，挥霍公
帑，觥筹交错，醉生梦死，更是一种

“吃”的腐败！可见，简单的一个
“吃”，映照着人性的善恶、民风的
清浊、政风的优劣。在当下中国，
改善“吃”风及其背后代表的文化，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不仅是善待
动物，还需要回归简朴的饮食风
俗，更需要通过制度约束官场的暴
饮暴食，走向政治清明。

吃的陋习映照文明的短腿

微互动

@行者不疆：网络是虚拟的，但
餐馆不能虚拟，法律责任必须担起，
唯有严格遵守法律，才能健康发展。
打击一切非法经营，让线上餐馆在便
民的同时，更保证安全。

@吝时工：源清而流净，线上餐
馆，关键在线下，食品卫生监管部门
责无旁贷，网络平台管理有责，餐饮
经营者自律有加。消费者也不能闲
着，擦亮眼睛，认真鉴别，别忘维权。
只有线下用心，线上才能放心。

@kellykeron：“线上餐馆”也好，
“线下饭店”也罢，一切都有赖于监
管，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用严惩、
重罚去打击不法商家，只有这样，食
品 安 全 才 可 得 以 实 现 。 民 以 食 为
天，食以安为先，不然，我们又何来

的幸福感？

@南海护渔：这从一个侧面佐证
了网络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方便生
活，也可以成为一些人欺瞒消费者的
手段，而平台管理不力，为“繁荣”抛
弃原则的行为，更是让人害怕！

@包大馅儿：O2O的出现改善了
老百姓的生活体验，却增加了服务环
节和角色。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网络
时代，监管和立法要是不及时跟上，
就可能会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csfy1232012：我吃过这样的快
餐，想不到是从那么脏的地方加工出
来的！餐饮的底线是干净卫生，黑心
厨房利欲熏心，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自取灭亡。

时下很多人颇为重视健康，对如
何用膳、怎么锻炼，花很多心思去研
究。这显然是要紧的，但我觉得人活
着，还得有精神层面的东西，还须学
会道德的保健，也就是说在强体质的
同时，千万不可忘了强素质。

遗憾的是，时下有些人往往忽略
了道德修养，忽视了精神的保养。先
前就有俄罗斯的作家这样希望人们：
给拳头以力量，给大脑以思想。而大
哲学家康德更是提到这样的高度：这
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使我们的心灵
受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
光，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
现今，崇高的道德在一些人心目中就
像四月的风筝，被越放越高，甚至最
终断线。为了一点钱，可以天良泯
灭，想谋一些利，可以道德沦丧。诚
如一些社会学家呼吁的那样：现代人
十分需要“心灵保健”！显然，这绝非
危言耸听，而是中肯之言！

“保健”这两个字，这几年何其吃
香，从手里捂的杯子、口里喝的补汁，
到脚下穿的鞋子，甚至山里的清泉、
农家的土货，无不沾了保健之光。如
今的人们真是挖空心思，燕之窝、鳖
之精，无所不采，蚁之神、参之气，无

所不食。然而，我们能不能也匀出点
时间来进行“心灵保健”呢？今天，条
件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不再是“愚弱
的国民”了，但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
怎么样呢？我们灵魂中的寄托又怎
么样呢？这恐怕是要问一问的。也
就是说，今人之道德，做人的根本，同
时也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
之心、是非之心、孝敬之心等素质，如
果不加以“保健”，就养不成浩然之
气、堂堂正气、蓬勃生气，就会丧失人
格、缺乏人品，随时随地会将道德廉
价拍卖，把良心掩埋在冲天而起的高
楼大厦之下！

哲人说过，人生有三层楼，一层
楼物质层面，二层楼精神层面，三层
楼灵魂层面。人有德行，如水至清。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所有的良
好品行中，讲道德居于首位，道德的
保健，情操的升华，尤其重要。厚德
能载物，德高才望重。缺乏道德，伦
理就会丧失，行为就会沦落，不讲操
守，精神就会苍白，灵魂不得安寝。
一个德行不怎么样、心灵遭受霉变的
人，任凭说得“虾皮会跳，白鲞会游”，
人们还会说此人少一样宝贵的东西，
那便是“缺德”！

强体质与强素质

今日时今日时评评

李 云

据报道，位于武汉的武昌理
工学院校园内有一家广信国际
大酒店，涉嫌组织卖淫，拿学生
证可打折。最新调查显示，该酒
店法定代表人系该校校长的小
舅子。据悉，当地公安机关已经
介入调查。

高校校园内酒店涉嫌组织
卖 淫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极 端 案
例。无论涉事酒店是否与校长
有直接关系，该学院及其领导
层都有撇不开的责任。媒体记
者暗访能够发现龌龊，学生证
打折可以出入，而校方为何可
以两耳不闻“校内事”？如此放
任无良资本污水的横流，甚至
最直接地污染到正在成长的大
学生们，彻底暴露出校方疏于
校园管理、教育责任缺失、一味
追求商业利益等弊端。我们能
指望“生病”的高校培养出健康
的人才吗？

大学是什么地方？中国人
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说过：我们
常用象牙塔一词来比喻大学，就
是认为大学是探求高深学问、追
求真理、关注人类命运的崇高学
术殿堂。有必要重申大学的定
位与功能——大学不是直接产
生生产力的地方，是培养产生生
产力的摇篮。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高校必须坚
守自己的情操，履行自己的职
责，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
新，在教书育人与培养人才上下
功夫，而营造安全的、良好的学
习环境也是题内要义。

“ 我 们 学 校 又 开 了 一 家
KTV⋯⋯”日前，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学生反映，学校南校区里目
前已有两家 KTV，都感觉不像
是学校了。“学校不像学校”是一
种朴素、直白的表达。或源于高
校负债的压力，或源于经济利益
的诱惑，现在很多大学校园都充
斥着商业气息，少有选择，更无
甄别，昔日的净土已几乎无禁
区，为资本而折腰，向资本妥协，
甚至向资本主动献媚，导致个别
无良商家也可以在高校里大行
其道。

高校不能当资本的奴隶，要
成为教育的主人。高校要有自
己的傲骨，大学要有自己的尊
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拉
开大幕，高校反腐也掀起盖头，
正在斩断学术与腐败的利益链
条。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
标，在高等教育改革中，依法治
校必须不断强化，这也是高等教
育正本清源与大学精神回归的
关键环节。

校园不是谁的自留地

如此放任无良资本污水的横流，彻底暴露出校方疏于校园
管理、教育责任缺失、一味追求商业利益等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