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事件，要从根上查
向 霞

作为一家知名连锁超市和
大型商超，济南大润发（省博店）
将隔夜肉、异味肉冲洗之后特价
销售，将变质肉绞肉灌香肠。近
日，媒体的报道揭开大润发不堪
的一幕，一时间，舆论哗然。

当日，大润发发文致歉。目
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
查。

树立一个品牌需要很多年，
但毁掉一个品牌只在朝夕之间。

“入口”的东西，再怎么强调
安全都不为过。变质的肉不能

吃，有异味的肉不能卖，这是常
识，也是底线。但偏偏有人要将
底线踩在脚下。

超市员工胆大妄为，要说管
理人员对此毫不知情，纯属自欺
欺人。

“海恩法则”说明，每一起严
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
微事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起事故隐患。

食品安全事件，要从根上查
起。其他大型商超也要从中吸取
教训，切莫逾越底线。

“第三卫生间”应成为标配
张逸雯

近日，西安一位宝妈带着2
岁的儿子进女厕如厕，排队的时
候，与单身姑娘发生了口角，最
终引发肢体冲突。

对母亲而言，抛下2岁的孩
子独自进厕所，显然不现实。就
像一条评论所言：“我宁愿被骂，
也不可能把 2 岁的孩子独自放
在门口。”

在此次事件中，我们能够很

明显地看到公共设施的不足。若
每个公共场所都配备“第三卫生
间”，这样的争议能少很多。从前
问题不突显，不代表问题不存
在。如今越来越多同类新闻出
现，代表着此类问题越发明显。

特殊人群，有特殊需求。公
共场所应重视特殊人群的特殊
需求，建立更多“第三卫生间”，
让这样的争议不再发生。

“双减”政策实施后，国家
又有大动作。

据教育部8月11日消息，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
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
月通报一次。

据新华网

半月通报
为“双减”再加码

红色短裤配西装
教授“隔离装”火了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彭凯
平在微博上曝出自己“隔离期
间开会的标配装”。他上身穿着
西装、打着领带，下身却穿着一
条红色的短裤。照片一出，迅速
引发网友关注。

彭凯平教授解释称，当时，
他正在参加一个线上的国际会
议，国际会议对着装有要求，必
须穿西装。因为不必露腿，他就

“放飞自我”，穿短裤上阵。
据澎湃新闻

回音：“人间真实”！

抱孩子开车直播
女子称不怕交警

近日，安徽宣城一女子抱
着孩子开车直播，并称不怕被
交警逮到，从来不担心罚款和
扣分。警方接到网友举报后展
开调查，该女子被警方处以罚
款 200 元、驾驶证扣 2 分的处
罚。

据@北京头条

回音：处罚得好！

男子落水不肯上岸
消防员一句话搞定

近日，浙江湖州一名男子
酒后跌入河中，消防员赶到现
场进行救治，但男子酒劲发作，
不肯上岸。

消防员灵机一动，冲着男
子大喊：“大哥，上来埋单了！”
男子一听，立马回答道：“别跟
我抢，我来埋单！”其他人趁势
将他拖拽上岸。

据@洛阳网

回音：喝成这样都不忘埋
单，讲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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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8 月 15 日，泊头市民郑津
东发现自己汽车的车灯破损，
前挡风玻璃上有一张“致歉字
条”。原来，13岁的赵俊业晚上
骑车时不小心撞到了郑津东的
汽车，主动留下字条致歉。

（8月17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bugle163：勇于担责的孩
子，遇到了宽容以待的大人。

@国+社区：暖心的新闻！

@烟花易冷：很多时候，就
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陌上人如玉：孩子态度
好，说明家教好！

@王治：车主很善良！

@三叶草：车主原谅了孩
子，是车主为人宽容。如果车主
不原谅肇事的孩子，也在情理
之中。不能要求所有的车主遇

到事故的时候，都放弃索赔。

@gujin：说 句 题 外 话 ：孩
子，你的字要好好练练了（偷
笑）！

@是小张啊：买两套试卷，
奖励一下孩子（坏笑）！

13岁男孩撞到路边车留下“致歉字条”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娱乐圈
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圈。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
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
吴亦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同时发文称，
在法律层面制裁结束之后，本次
涉案艺人吴亦凡还将面临行业
对其持续进行的从业抵制等惩
戒。

此消息一出，大快人心，流
量泡沫瞬间破灭。

自吴亦凡事件在网络爆发，

一个罔顾法纪、恣意妄为、金钱
至上、随心所欲的“明星”呈现在
公众面前。

作为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作
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无从谈
起；作为公众人物，他对传递核
心价值观的社会职责置若罔闻；
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的“顶流”，
吴亦凡公然触犯法律底线，造成
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法律不容，
行业难容。

目前吴亦凡参与的影视、音
乐、综艺等相关作品均已下架，
其本人也将接受法律制裁。

吴亦凡事件并非偶然。在他
背后，暴露出的是不良的流量文
化和粉圈文化甚嚣其上。纵观娱
乐圈，明星热榜、热门话题、粉丝

互掐都在围绕“流量明星”推波
助澜。一些所谓的“明星”，娱乐
至上，娱乐至死，没有职业精神，
没有道德规范，却因为有颜值，
有流量，获得了资本的追捧，获
得了无数粉丝崇拜。

有颜值，有流量，似乎成了
他们随心所欲的资本。吃喝嫖
赌、私生活混乱、吸毒出轨、互攻
谩骂……他们的所作所为，污染
了网络环境，搅乱了演出行业的
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给青少
年的成长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

娱乐圈的繁花似锦，像悬浮
在空中的梦幻之地，无声地鼓动
粉丝卖力刷数据。根据《2020 年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统计，我国未成年网

民参加粉丝应援的比例达到了
8%。

一位专业人士透露，“粉丝
们很多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
是组织化的。一个明星的粉丝可
能有几百个小群，每个群几百
人，互相通信息，有指令。这些粉
丝每天有团建，就是打卡。粉丝
们的攻击性很强，聚集能力很
强，舆论控制能力很强，所以大
家都不敢惹。”有位经纪人在接
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拒绝拍照，
他是公司的老板，却害怕旗下艺
人的粉丝攻击他及家人，所以刻
意地减少曝光度。

有颜值，有流量，不管有没
有演技，不管有没有职业道德，
就可以成为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就可以上热搜，就可以动辄片酬
上亿……这样畸形的娱乐圈的
畸形流量崇拜，直接造成了“流
量明星”的为所欲为、飞扬跋扈
和对道德法律的漠视与践踏。

郑爽的丑闻，吴亦凡的被逮
捕，张哲瀚的负面新闻……一个
个流量明星“作死”的代价，就是
把自己送上了“断艺台”。

德不配位，必有祸殃。
道德底线，是人最基本的立

身根本；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艺
人，早晚有一天会“脱轨而出”。

一时的风光无两，就像烟花
绚烂，浮华过后，只剩高墙里的
悔恨和时代的唾弃。

有颜值有流量，更须有道德底线
本报评论员 彭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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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电话：13931754568
高价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