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稻葵再评王石：
是真英雄 你杀回来！

“乔布斯创办了苹果，

还是被人赶跑了，如果是

真英雄你杀回来！你按资

本的规则杀回来。如果真

的这帮人毁了万科，那你

如果有乔布斯的本事，再

过几年公司一泻千里的时

候，他们还把你请回来。”

“就像 NBA 决赛，库

里如果看詹姆斯可怜，克

利夫兰几次没得冠军了，

给他得冠军？如果讲情

怀，游戏就没法玩儿了，

对不起观众了。体育比

赛对不起观众，资本市场

长远来看对不起广大投

资者。”

——据凤凰财经，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

王梦恕谈高铁提速：
如果想跑得再快
你坐飞机去！

“安全绝对是第一个

要考虑的。我是搞交通

的，不是搞俱乐部的，有

些言论是违背技术条件

的，有些要求是无理的要

求，有些人的言论是在帮

忙还是在捣乱？你如果想

跑得再快你坐飞机去！不

能乱提意见。”

——据民生周刊，对
于高铁提速的公众呼声，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表示。

只靠颜值难以行稳致远

颜值是社会竞争力的

一维，但不是一切。“明明

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

靠才华”，这原本就是伪

命题，事实是对方一直在

凭借才华吃饭，碰巧还长

了一副好脸蛋。纯靠脸是

吃不上饭的，只有手握真

章、内心坚强，才能行稳

致远。 @人民日报

两学霸
分别从清华北大退学
今年双双考上北大

2013 年，湖北新洲一

中的邹英杰考上清华，2

年后因对专业不感兴趣

退学，今年他考入北大光

华。同样，他的同班同学

王琛琪，去年考入北大医

学 部 ，今 年 再 次 考 入 北

大，准备就读数学或者信

科专业。他们说，退学只

为换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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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食用油”是如何贴上合格证的？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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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见义勇为不能止于个人补偿
□汪昌莲

因见义勇为却惹上纠纷的事情并不少见。民法总则草

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6月28日《北京晨报》）
众所周知，救人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是不争的事实。有

的因此受伤致残，给其今后的人生带来无数的艰辛与坎

坷；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给亲人和家庭带来难

以消解的困难和痛苦；有的反被受助对象讹诈，成为憋屈

的被告。如此语境下，民法总则草案拟建立见义勇为补偿

机制，并明确“因见义勇为受损害，由加害人负责，没有加

害人的，由受益人补偿”，这显然是司法实践的一种进步。

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有人因见义勇为受到损

害，人们大都支持由侵权人承担补偿责任，而对受益人应

当给予适当补偿，却不大认同。不可否认，因见义勇为受

到损害，受益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受益人不必担

责，并非意味着可以对受到损害的见义勇为者漠然视之；

无论是从感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敬畏见义勇为的层面考

虑，受益人都应该对受到损害的见义勇为者表示谢意，并

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然而，对于见义勇为受到损害，不能止于个人补偿。不

能让好人“做了好事伤了心”，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见义勇为

最好的褒扬。我们不能仅限于给他们一个荣誉称号，政府

及相关部门，应在“惩恶扬善”上有所作为，让见义勇为者

承担零成本。

更重要的是，要让奖善成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并在

民法总则中得到体现，制定具体化、规范化的奖善措施，给

予见义勇为者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只有这样，才能避

免“做了好事伤了心”的尴尬事件发生，才能激励更多人去

助人为乐，才能让见义勇为等美德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党员负面言行不能止于“提醒”
□刘剑飞

“你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没

办法解决的，就是找领导也没办法。”“我们还没上班，等上班了你再来。”……

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挺耳熟，生活中或办事中接触的一些党员干部张口就

来。本来，说说也就过去了，可是，从7月份起，这些负面言行将被当回事。七

一前夕，宁波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编印了一本《机关党员

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将以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形式在全市51万名党员中推

广。（6月28日《现代金报》）
没想到日常生活中随口说说的这些话语，存在如此严重的后果，不仅严重

影响着干群关系，还可能会被组织约谈，看来，党员干部说话绝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个人党性素养和政治觉悟的体现。编印这样一本负面言行提醒，不仅是

对党员干部言行的规范和约束，也是对干群关系的呵护，体现出巨大的现实性

和必要性。

宁波市编印的这些负面言行清单，的确都是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不由自

主的言行，很多时候，这些言论俨然成了挂在个别党员干部嘴边的“口头禅”，

遇见问题，心情不爽，就脱口而出，不是满腹牢骚，就是充满抱怨，这些言行充

满消极和不负责任，极大地影响着干群关系，不利于工作开展。如今宁波市将

这些负面言行整理，出台清单，进行编发，不仅是对党员干部言行的规范、约束

和警示，也体现出监管的精细化。可是对于这些负面言行却不能只是提醒了

之，还需要加以指导和解决，一些时候，党员说出的未尝不是大实话，这些负面

清单中也隐藏着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对党员干部言行进

行约束的同时，能够注意到这些负面言行中隐藏的工作问题，比如，一些党员

干部抱怨“共产党员只晓得开会”，就暴露出一些地方会议过多过滥，只注重会

议安排不注重落实的形式主义；比如，一些党员干部面对群众时说“你这个事

情不归我们管，你问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领导，不要找我”，这些言语的确暴

露出相关党员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工作能力不足的现象，也有推卸责任和懒政

之嫌，但是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面对这些党员干部“不知所措”的问题，该如何

处置和解决，这就需要一份相关的工作指导和解决途径。

党员干部负面言行危害重大，对于这些不负责任，与党员干部身份格格不

入的言行，需要出台相关的规范，提醒党员干部注意言行，可是仅仅提醒还远

远不够，还要分析这些负面言行中暴露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年轻人热衷直播折射“虚假热闹”
□斯涵涵

郁小可自从今年春节接触视频直播平台后，就喜欢上

了随时随地直播，还“安利”了身边的朋友都来玩直播。事

实上，在视频直播的江湖中，像郁小可这样的直播用户越

来越多，而且往往以90后年轻人为主。但也有不少人对视

频直播平台的火爆感到疑惑：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喜欢把自

己的生活直播给别人看？（6月28日《中国青年报》）
90 后正值青春，活力迸发，充满好奇，勇于尝试，从网

上冲浪到微博微信再到网络直播，每每一个新事物的诞

生，年轻人往往是最活跃的人群，当下视频直播如火如荼，

90后更喜欢这种被人关注和收到别人送来礼物的感觉，投

身其中，乐此不疲，也便不足为奇。

互联网世界本就是一个你追我赶、不断创新的世界，一

部手机一个账号即可开始直播的低门槛，让芸芸众生有了

更多参与的渠道。 当新新人类遇上新颖时尚的直播新方

式，所激发的力量不容小觑。如2016年红人产业产值接近

580亿元，这已远超2015年中国电影440亿元的票房金额，

令人咋舌。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

在线人数接近 400 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 3000

个。主播们要想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平台要想获得高

投资高回报，用户要想得到更愉悦的互动体验，都在考验

着监管部门及每个参与者的能力与水平。

据调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大学生成了很多直播平台

的主力人群。而直播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依赖粉丝打赏的

粉丝经济，从某种角度上说，支撑直播经济需要有钱也有

闲，这也决定了受众人群的逼仄与单一，也让直播更注重

形式和眼球，充满无聊的喧嚣、繁荣的泡沫。

古人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随着新

媒体的层出不穷，随着直播各方的利益厘清，随着监管的不

断强化，形式为王必将转化为内容为王。而随着90后的长

大成熟，直播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边际效应或将不断递减，甚

至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此，直播主播、直播平台及用户，

尤其是活跃于此的90后，不妨放眼未来，未雨绸缪。

食用油问题依然严重。上周，海南省食药监局和河南省食药监局抽检发

现，7 批次食用油不合格，有的甚至查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和苯并[a]芘。此

外，还有一些公司生产的芝麻油、小磨香油、葡萄籽油、葵花仁油存在过氧化值

超标等问题。（6月28日《新京报》）
海南省的监管部门在抽查中发现7批次食用油是不合格的，更为严重的，

让我们冷汗直流的是，有的甚至有致癌物。这次通报只是说发现了7个批次，

并没有说总共抽查了几个批次。这就让我们更为担心“致癌食用油”占据的比

例究竟有多大？是检查了 8 个批次，7 个批次发现了“致癌食用油”，还是 100

个批次发现了7个批次？我们更想知道的是，除了海南省之外，其他地方的监

管部门为何没有发现“致癌食用油”？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这次被检查出“含有致癌物食用油”的都不是小

作坊生产的，而是正规的食用油生产企业，而且不是在企业发现的，而是在市

场环节抽查发现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有“致癌食用油”已

经流向了市场，已经进入了酒店的厨房，已经进入了百姓的灶台。更意味着，

很多市民已经将“致癌食用油”吃进了肚子里。

当然，含有致癌物，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患癌症，其危害也不是一时半

刻就能显现出来的。可是，要知道这始终是一种健康的潜在隐患。这样的食

用油来源于正规企业，已经到了销售的地步，也就是说这些不合格的食用油，

其实已经在法律的层面上“合格”了。

食品安全无小事。可是监管部门为何到了销售环节才发现“致癌食用

油”？为何不能把这个关口设置在企业产品走出企业大门之前？这说明食品

安全的抽检制度也是存在问题的，更多的监管环节应该放在产品出厂之前，而

不是到了销售环节去抽查。监管部门表示：黄曲霉毒素B1和苯并(a)芘是致癌

物，油产品中苯并(a)芘超标，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高温加热处理不当而产生的

氧化产物。都可以致癌了，还给我们一个“可能”的推测，这是负责的监管吗？

人们不禁要问“致癌食用油”是如何贴上合格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