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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虚假宣传
还需多方给力

□李小将

今年年初以来，源起于伊朗的
“友善之墙”在我国多个城市兴
起。这种通过将多余衣物挂在城市
大街小巷的墙上，让需要的人随时
取走的公益慈善新模式，自落地生
根后就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此
举不仅方便了市民捐赠，也让需要
衣服的人可以更加体面从容地接受
帮助。然而，好景不长，这项慈善
新模式落地不久后便遭遇了尴尬，
在云南、四川等地，刚刚兴起的

“友善之墙”没多久就夭折了。理
由是因无人管理，“友善之墙”成
了旧衣物垃圾场。

不可否认，新事物在落地的过
程中会出现各种水土不服，尤其像
这种舶来品，但不管怎样，一遇到
问题就直截了当地取缔绝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相反，有关部门应该
积极学习其他地方管理成功经验，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友善之
墙”“动”起来，发挥好它的余
热，而不是简单地取缔了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友善
之墙”作为新事物，建起来不易，
如何让“友善之墙”走的更远、更
健康，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友善之墙”
还得善管

□萧海川

“青岛大虾弱爆了，哈尔滨神鱼火热来
袭”。近日，有网帖曝称春节期间在哈尔滨

“北岸野生渔村”消费了一万多元，引发舆论
关注。哈尔滨市松北区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初
步调查结果认为店家明码标价不违规。（详见
昨日本报22版）

针对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松北区的专
项调查组15日发布通告。但官方的调查结论出
台后，公众继续从多个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质
疑，当事消费者也指出菜单签字造假、鱼的斤
两存在问题等。很明显，这一调查结果并未打
消公众的疑虑，“天价鱼”事件尚有诸多疑窦
待解。

通告称“因通过消费者所留多种联系方式
均未联系到消费者”。但既然是民事纠纷，就
应当有当事双方的声音，监管方或者协调者才
能做出中立客观的判断。这则通告在消费者一
方“缺席”的情况下仓促出台，未免失之于草
率，自然难以让公众信服。

旅游消费多为异地消费，产生消费纠纷

后，出门在外的旅游者，出于维权成本等多种
考虑，往往被迫选择忍耐。纠纷的暴露也必然
存在滞后性，这从客观上给事后调查带来一定
困难。但目前，对“天价鱼”事件调查的意义
已经不局限在事件本身引发的争论，而是关系
到当地旅游环境的形象和公信力。

针对公众提出的，酒店所售鳇鱼是否野
生、定价是否合理、导游和出租车司机引导消
费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链条、酒店网上美誉度为
何极低等疑问，当地有关部门应当继续深挖，
给当事人和公众一个说法。

纵观“天价鱼”事件的发展脉络，反映出
公众高度期待一个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塑
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是个系统工程，考验着一地
的综合管理水平。监管部门应撇开门户之见，
进行细致调查，深挖疑点，以令人信服的调查
结论扭转被动局面。这不仅是对旅游市场监管
水平的考验，更是营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题中之
意。

“天价鱼”事件调查不能烂尾

□罗志华

河南大学内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引发社
会关注。讲课讲到令学生“震撼”、从不出
书写论文申报职称，甚至两拒《百家讲坛》
邀请，被民间誉为“口碑教授”的常萍无疑
极具传奇色彩。退休3个月后，常萍被学校
返聘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在此前
32年的教学生涯中，常萍的职称一直都只是
讲师。（2月14日《北京青年报》）

退休前后，常萍的境遇发生了很大改
变。退休前她不过是位讲师，虽教学水平很
高，但教授职称却只存在于别人的口碑当
中，并没有成为现实。反倒是退休后，其能
力和风格才得到另一所高校的肯定，不仅决
定返聘其为副教授，而且给予其极高的礼
遇。前后对照，差别不可谓不悬殊。

但“口碑教授”成为名副其实的副教
授，如此逆袭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假如其独
特的风格与能力不被他人口口相传，假如没
有人将她的事迹写成帖子挂在网上，常萍也

许永远没有逆袭的机会。尽管副教授职称在
她看来或许无关紧要，但无可否认，社会并
没有给予她公平公正的认同。

进一步而言，许多有较强能力且兢兢业
业在教学一线工作一辈子的教师，一生只能
得到一个较低的职称。这样的局面，不仅对
当事教师不公平，也不利于鼓励教师到一线
工作，更不利于在校园内形成脚踏实地埋头
教学的氛围。一些高校出台举措，对长期坚
持在一线工作的教师给予重奖，比如浙江大
学、江南大学都曾用百万元重奖一线教师。
这说明，高校对于甘于奉献的一线教师是认
可的，能够认识到，这些教师或许正因为注
重讲好每一节课，才无暇顾及论文和申报职
称，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和传递的正能量，
不应被忽视。

但也要看到，无论是重奖一线教师，还
是常萍的逆袭，都不过是极端个案而已，这
样的个案可产生一时的激励作用，但无法真
正形成潮流。有必要对当前的人事制度和职
称评审等制度进行反思，评价标准多样化，
以进一步端正校园学风。

□廖海金

春节期间，保健食品热销，但保健食品领
域虚假夸大宣传问题严重。为保障食用安全，
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指
出，保健食品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能代替药
品，不能宣传疾病治疗、预防作用。广大消费
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比
作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夸大宣传。（2月14日
《光明日报》）

虚假宣传保健食品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客观原因是法律法规不
完善，使不法分子有隙可钻，有缝可入，导致
虚假、违法保健食品广告的滋生蔓延。主观原
因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暴利诱惑是虚假宣传
保健食品产生的经济原因。

要彻底根治虚假宣传保健食品这一“顽
疾”，除了严格广告审批和加强广告监测，关
键是要切断利益链条。只有切中要害，依法严
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滋生
蔓延的土壤。目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违
法保健食品广告的发布主体、发布载体、广告
运营商虽然没有直接的执法权，但其担负着对
虚假宣传保健食品产品的监管责任，完全可以
通过产品监管达到对虚假宣传保健食品的逆向
监管。因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
采取“管产品堵广告”的办法，加强源头治
理，建立广告保健食品销售跟踪机制，对销售
违法广告保健食品的企业实行重点监管，对广
告保健食品品种实行 100%抽验，并跟踪监
督，增加检查频次，发现问题从重处理，并将
违规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列入诚信评定。

同时，食品药品监管、工商部门要按照职
责分工，加强对重点广告主、重点广告公司、
重点媒体的检查和监测，把日常监管与专项整
治有机结合起来，落实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形
成打击虚假宣传保健食品广告的强大合力，积
极配合、及时沟通,建立虚假宣传保健食品的
协调、移送、查办和查处结果通报机制，并会
同宣传、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落实媒体广告
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保健食品广告发布环节
的监管。此外，还可采取消费警示、行政公
示、行政建议等多种监管手段，对典型违法广
告案例向社会曝光，尤其是对屡查屡犯的广告
主及媒体严加惩处，直至依法责令退出广告市
场。对发布虚假保健食品广告情节严重的，责
令暂停该产品的销售，对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莫让逆袭的“口碑教授”成孤例

2月15日，海口市民羊先生将一
张纸糊的公交站牌照片传到网上引发
热议。经记者了解，春运期间西站客
流量激增，运管部门为了分流客流
量，在西站出口旁临时设置了公交车
停靠点，该站牌为临时站牌，下一步
将对相关设施进行完善。（2月16日新
华网）

点评：仿佛回到了从前。

2月15日，南京天气特别好，许
多市民忙着晾晒衣被，可是，一名市
民在南京六合一幢28层高楼阳台上晾
晒被子时，突然窗外刮起大风，由于
没有将晾晒被子用夹子夹紧，导致被
子被大风刮走，不慎飞落到20多米远
的11万伏高压电线上。（2月16日新华
网）

点评：好大的风！

攀比
记者春节期间在鄂西山区采访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大批

“有车族”。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儿，然而据一些村干部介绍，不少农村“有
车族”其实负债累累，买辆小轿车并非因为生活富足，而是出于相互攀比“争脸
面”。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