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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导
餐饮业开展了“明厨
亮灶”工程。日前，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94%的消费者认
为“明厨亮灶”能增加
对餐厅食品安全的信
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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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子孙留下最好的洱海
洱海早日走上与环境容量相适应的保护开

发轨道，在根本上符合大家的利益。

鲁云

对洱海边客栈、餐饮经营者而言，悬了许久的“政策靴子”
终于落地了。日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从4月起，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所有餐饮、
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措施严格、措辞严
厉的通告，让洱海保护再次引发关注。

从通告内容看，当地针对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的
专项整治，堪称“史上最严”。对此，一些从业者哀叹“矫枉过
正”“板子打偏了”，而更多网友留言“但愿洱海不要成为第二个
滇池”“给子孙留下最好的洱海吧”。可见，严厉的整治举措对
利益相关方的确影响巨大，大理人和更多关心大理的人，对洱
海开启“抢救模式”报以掌声。

去年洱海出现的蓝藻，提示人们“再不整治就来不及了”并
非危言耸听。近些年来，虽然洱海治理颇有成效，创造了“城市
近郊湖泊保护的范例”，但治理也一直在跟污染赛跑。经过多
年的种养结构调整，洱海周边农业面源污染已在缩小；当前最
突出的问题，是环保的力度与污染发展的势头不匹配。尤其是
洱海周边客栈餐饮业井喷式的无序发展，给环保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一般来说，越是客栈餐饮密集的地方，洱海水质就
越差，例如双廊玉矶岛附近。

面对治理，大家会有各种假设：如果当初对环洱海客栈餐饮
业未雨绸缪，有统一规划；如果从业者都能自觉用好环保设备，不
让一滴污水流进洱海；如果基层管理者更有执行力……然而现实
不相信“如果”，当前最紧迫的，还是如何堵住洱海边源源不断的
大量污水。正因此，尽管动真碰硬难免会触碰利益，但围绕矛盾
问题，当事各方不妨“跳出来”思考：10年或更久以后再回头看整
治，大家能不能做到问心无愧，会不会留下遗憾？

不难预见，治理洱海的攻坚战要打上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解决老大难问题，云南省正在推进的“史上最严”旅游业整顿，
值得参照。攻坚克难、让洱海长清，也需要葆有相同的定力和
担当。当然，既要敢于答题，更要善于解题。某种意义上，雷厉
风行的专项整治是一项环保工程，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洱海旅
游业涉及数千经营者，关乎成千上万群众的生计。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应尽力做到依法、科学、透明，给利益相关者以稳
定预期。作为投资者、经营者，在关心权益的同时也应更好履
行社会责任；作为游客，对环保的支持必将换来更好的旅游体
验。洱海早日走上与环境容量相适应的保护开发轨道，在根本
上符合大家的利益。

“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习近平总书
记在洱海边同当地干部合影
后的殷切嘱托，言犹在耳。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
万古琴”，美丽的洱海是闻名
遐迩的高原明珠，滋养了一
方土地。能否“给子孙留下
最好的洱海”，时代正期待我
们这一代人作出回答。

刘文嘉

陕西渭南6岁男童鹏鹏，在遭继母罚跪、捆绑、殴打后
昏迷，被送入医院。据报道，孩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
心跳和呼吸，经过全力抢救才逐渐恢复心跳和呼吸。目
前，住在重症监护室的鹏鹏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身上布满已经结痂的伤疤”“把头骨打开后，脑内有
大量的瘀血”——新闻报道的文字，令人不忍卒看。我们
完全可以推知，一个6岁的孩子在过去几年承受了怎样的
痛苦。在这种“漫长的、日常的痛苦”背景下，新闻中的两
个信息显得尤其刺眼。

一个信息是，鹏鹏是由继母，也就是施虐者本人送到
医院的。另一个信息是，接收孩子入院并发现孩子身上有
长期被虐痕迹的医生是第一个报警人。如果不是孩子已
经命悬一线（为施虐者带来风险），如果不是医生将此事引
入司法程序，这种严重的虐待行为仍然会以“家务事”的形
式，继续“合理”地存在下去。

可以看看孩子身边的其他人在此事中的角色。亲戚，
了解鹏鹏父亲离异再婚情况，但从相关报道看，无人“发
现”孩子伤情并对虐待一事进行过问。老师，按自述，每天
都会对孩子进行晨检，发现过鹏鹏的脸上有瘀青等现象，
做法是向继母“询问过几次”。甚至，连了解“去年一年，娃

就丢了三次”“娃身上有一些褐色的疤痕”的亲生母亲，都
没有因孩子遭受虐待而报警，只不过开始争取孩子的抚养
权。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低估已经明显涉罪的恶行？

儿童与成人有着平等的人格权与人身权——对中国
社会而言，这条基本法理常常是个抽象的存在。以家庭为
核心形成的关系型社会，更习惯于将孩子看作父母的“私
产”，将远近、亲疏、内外作为行为的考量。

因而，父母（监护人）常常将教训、干涉甚至殴打孩子
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监护人几乎成为儿童人权的最
大威胁。豆瓣上“父母皆祸害”的话题和由此引发的文化
现象，就是“孩子是父母私产”思路的结果和极端反映。几
乎很难有人会因为父母教训孩子而进行干涉，哪怕这种

“教训”是长期的，哪怕这种“教训”已经构成了虐待。
前两年讨论虐待儿童的案件，人们多呼吁刑法中设立

“虐童罪”。实际上，已有的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以及
2015年1月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能够对症下药。比如，对鹏
鹏的继母这样残忍的施虐者，所要讨论的，只是适用虐待
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
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
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
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

这样看来，这种人情乃是最大的无情。

李泓冰

这个清明，去了江南的一处墓园，挥别至亲。
春和景明，油菜花在田野间欢然舞蹈，垂柳羞怯地拂

过初暖的河水，一簇簇郁金香被阳光打得金灿灿的，更有
孩子们荡着秋千、划着小船的笑声飘向耳边……没有一丝
阴郁气息，幕天席地扑面而来的，都是活泼泼的生命气
象。如同一位作家优美的描述，“死亡与生命美丽地融合
和交流，就像森林与草原、平地与高山、溪流与星星……”

顿时彻悟先人设立清明节的深意：在生命最蓬勃的时
节，慎终追远、祭奠先人，会更透彻地体会秋落春生、生生
不息。清明节，又称踏青节，人们挣脱了冬天厚重的束缚，
举家郊游。杂花生树、烟柳缠绵，给祖先敬上一炷香，在阳
光下插柳、拔河、荡秋千、踢足球，所谓天人合一，此之谓
也！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视死如生，生死相依——这是多
么智慧的中国哲学，多么丰盈的中国气派！

为什么先哲认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亲的离

去，痛彻肺腑，必是最能触动生者心弦的重大事件。在对
亲人的怀念中，人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天人永
隔，给了生者承担家族责任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勇气，有助
于认真省思人生的意义，挣脱名缰利锁，不为无益之事。
更何况，每一次清明的追祭，也是一次家族的团聚。众目
睽睽，亲情交融，你曾经对逝者的承诺，会被一次次点醒；
你的光荣与梦想，会被一次次夯实——人生向上的动力，
家国天下的逻辑，社会秩序的安排，便这样薪火相传于清
明之季、生死之交。

正因此，清明之际浏览这样的新闻报道，便令人颇感
欣慰：河南洛阳档案局面向全市征集家谱，捐赠者将获收
藏证书，方便后人认祖归宗，发扬其人文价值；浙江瑞安启
动家风家训口述历史项目，为个人与家庭立言立德，更将
对“家”的认识上升至“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层面；陕西
最大的山东移民村谭家村举办清明节暨关中山东移民家
谱文化展活动，碰鸡蛋、吃大饼、荡秋千、展家谱，主题便是

“记忆·传承”，为的是不忘根本……不忘根本，才能有所敬
畏。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安靖，必先修

身齐家。现实中，民间口述史风习渐盛，不少老人也在静
心撰写或口述家史，其意义之大未可限量。家国家国，有
了家的向心力，就能不断激发国的凝聚力。

城镇化大潮呼啸而至，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传统
的人文地理、道德教化面临挑战。今日之中国，长期形成
的城乡二元体制、数千年形成的地域家族约规均在被解
构，而城镇化带来的系列难题，在中国呈现得更为突出和
棘手。事实上，人们更常关注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谁
来种粮等农村经济困境，却容易忽略因城镇化带来的相
关社会管理难题与深层人文困境。村庄空心、老人空
巢、儿童留守，使一些地方成了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和社
会治安的薄弱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不仅飘离了
亲情的温暖，也远离了家族的规制。处身这样的时代，
或许更需借重先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智慧，努
力培厚家庭伦理、精神文化的土壤，进而促进社会风气
的向好向善。

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祭祖寻根，如饮水思源，更
能清心明志、昭穆秩序，于社会发展进步大有裨益。

慎终追远，培厚精神文化土壤
事实上，人们更常关注土地抛荒、农民高龄化、谁来种粮等农村经济困境，却容易忽略因城镇化带

来的相关社会管理难题与深层人文困境。处身这样的时代，或许更需借重先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矣”的智慧，努力培厚家庭伦理、精神文化的土壤，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向好向善。

虐童绝非“家务事”
儿童周边亲友、学校、社区的态度，才是虐待行为如何被发现的

关键，才是满足虐待罪“告诉才处理”要件的关键。如果他们讲“人
情”，即便虐童入刑，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操作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