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丘铁锅
为何红不过半年

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李小将02 时评

自律加严管“拴住”流浪犬
□王俊禄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连续发生流浪
狗伤人事件，无辜受害者中不少还是少
年儿童。人们在痛心之余不禁追问：犬
患难除症结在哪儿？对流浪犬该如何妥
善处置？如何在爱犬与管犬、法律与情
感中间达到平衡？（新华社）

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是人
类的伴侣和宠物，乃至“忠实的朋友”。但
那些脱离人类豢养流浪街头的犬只野性
难驯，危害公共安全。对于流浪犬，有人
喊打，有人喊疼。人类和犬类等的和谐相
处之道，恐怕还须在一个“养”字上做文
章。既“养”之，则安之，应当是最基本的
遵循。从各地情况看，不少流浪犬的产生
正是由于养犬人弃养所致，数量日多，繁

衍无序，终成祸患。
据统计，流浪狗的来源多数是遗

弃，少数是走失。从源头上严格认养准
入，避免随意遗弃，应为破除犬患的治
本之策。作为养犬人，应将对犬只的爱
首先体现在对其生命和安全的全程负责
上，加强自律，规范管理，自觉进行犬
只登记和防疫。

作为管理部门，则应着力实现依
法、严格、细化管理。目前所有城市基
本都有养犬规定，对可豢养的犬只种
类、遛犬时段、环境卫生等都有详细规
定。一些地方还要求办理养犬年检手
续，犬只死亡、失踪或者养犬人放弃饲
养的，要办理注销手续，否则不得再养
犬；一些地方探索了积分制，扰民、不
拴狗绳等不文明行为要扣分，并将其与
诚信系统对接，实现养犬市民的自我管

理；部分地区探索了用芯片植入等技术
手段，对犬只进行随时定位，一方面方
便主人寻回；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追踪，
查到遗弃的责任人予以追责。

规章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但恶犬伤
人事件仍时有发生。症结在于完备的规
章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治犬为末，管人
为本。各地应在强化管理上下真功夫，
严格认养准入、倡导文明养犬、鼓励群
众监督，把法律、道德、情感三条线拧
成一股绳，形成松紧有度的约束力，一
头拴住犬、一头管好人。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市民
的幸福感，也应让栖息其间的“人类的
朋友”感受到温暖，实现人与动物和谐
相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应共同努力，
拿出爱心，形成合力，让流浪狗重新找
回温暖，让城市更加和谐有序。

面对那么多学校和专业，如何选择让很多考生和家
长犯了难，这也让帮助考生填报志愿的辅导市场渐渐火
了起来，“大数据预测录取概率”等填报服务五花八门，
要价数千到数万。近日，记者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很多
机构商家宣传大数据来自教育部、考试院，但被相关部
门否认。（《新京报》）

高考填报志愿作为一件“大事”，慎之又慎很有必
要，但也不能过度依赖“花钱填报”。但是，对其中“虚
假宣传者”也不能只靠消费者的防范。相关机构仅有

“否认”还不行，更须借助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纠偏，以及
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投食变“投石”不只是文明缺失

□李小将

“只有10%的优秀毕业生才能去天
佑会堂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现场听校
长讲话，而剩下的人需要坐在教室里观
看毕业典礼直播”。近日，北京交通大学
“2018年毕业典礼只安排10%的优秀毕
业生参加”引起关注。有学生写道：对
不起，我不是那10%。（新华网）

为何只安排 10%的优秀毕业生参
加，学校的解释是主要考虑到时间、天

气、场地等因素的制约。理由看似充
分，但一点也站不住脚。为何之前没有
这种先例，唯独只限制这届毕业生？难
道之前不存在这些客观因素？

毕业典礼，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的大
学生来说，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最后
一课”，学校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学生不准
参加。相反，要让每一位毕业生上好这
堂“课”。毕竟，这是一项重要的仪式，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绝不
能“被代表”。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媒体曝光

后，北京交通大学通过官方微博回应并
作出调整，全体毕业生和家长均可参加
毕业典礼。看来，之前“主要考虑到时
间、天气、场地等因素制约”的解释不
过是一种说辞罢了。

□江德斌

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以
后，章丘铁锅一夜之间蹿红，当地制作铁
锅的家庭小作坊也遍地开花，然而铁锅
的质量却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以次充
好的现象。仅仅过去了4个月，红极一
时的网红章丘铁锅突然“遇冷”，不仅产
品出现了滞销，甚至很多跟风的家庭小
作坊也纷纷关门。部分生产铁锅的村庄
里，大部分手工作坊已暂停生产。（《北京
青年报》）

《舌尖3》介绍章丘铁锅的本意是想
推荐传统工艺，鼓励工匠精神。节目播
出后，章丘铁锅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
疑，很多人怀疑所宣称的“十二道工
序，十八遍火候，1000℃高温冶炼，
36000次锤打……”锻造工艺并不真实可
信，有夸大之嫌。随后又传出商标注册
才两年、铁匠流失、贴牌生产、传人授
权争议、机器加工等负面信息，亦给章
丘铁锅涂抹上一层阴影。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购买了章丘铁
锅的消费者，事后发现“太沉了，根本
掂不动，一不注意保养就生锈”。感觉价
超所值，产生后悔之心，亦影响到其他
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手工打造的章
丘铁锅较重，又容易生锈，并不适合家
用，其主要市场是专业厨师，普通消费
者使用相对不便。此前很多章丘人都没
有听说过章丘铁锅，反而是从《舌尖3》
上看到的，亦对章丘铁锅的走红感到诧
异。

以上种种，均说明章丘铁锅并非如
宣传的那样神奇，只是一口普通的手工
铁锅罢了，何况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手工
铁锅，章丘铁锅也就不稀奇了。显然，
章丘铁锅的市场需求本就不大，只是

《舌尖3》的推荐令其爆红，导致购买量
骤然暴涨，而在市场冷静下来后，很多
消费者发现并不值得购买，又令章丘铁
锅迅速变冷。而那些在章丘铁锅走红后
开办的小作坊，本身就缺乏品牌、市
场、技术的积淀，只为“蹭热点”捞一
把，被淘汰掉也是情理之中。

而且，传统工艺需要沉心静气，以
品质、匠心取胜，不能过度追求产销
量，商家盲目“蹭热点”导致供大于
需，违背了市场规律。章丘铁锅的爆红
爆冷，说明传统手工产品变“网红”只
是暂时现象，仅靠炒作噱头难以持久，
需要高品质、市场化，打造真正适合消
费者需求的产品，塑造优质品牌形象，
才能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毕业典礼不能“被代表”

□付 彪

6月18日，一段游客向园区内老
虎扔投石子的视频在网络中热传。据拍
摄者介绍，事发地位于北京大兴区野生
动物园，投石游客是为了逗弄老虎起
身。（详见本报昨日14版）

近年来，动物园内游客向动物“投
石”的事件屡有发生。这些投食变“投
石”的行为，昭示了一些游客不敢让人
恭维的公共道德和文明素质，更缺少了
对动物基本的怜悯和爱护之心。

《旅游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旅游
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
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第十四条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
不得干扰他人的旅游活动，不得损害旅
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可见，游客向动物“投石”的行为，不
只是文明缺失，也体现出法制意识的淡
薄。对于此类不文明行为，需要的不仅
仅是道德谴责，更需要让法律“长出牙
齿”。

加强对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力度，一
方面要真正纳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告知游客并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
必要时向公安、交通、银行征信机构等
部门通报，让当事人为自己的不文明行
为承担代价；另一方面要创新管理方
式，如联合执法机关进园执法，坚决向
不文明行为亮剑，让更多人受到警示。
此外，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如制定《动物保护法》，设立虐待
动物罪。这样，类似投食变“投石”、伤
害甚至虐待动物等不文明行为才会大大
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