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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春节餐桌”上的“食品谣言”

时事乱炖
“女厕内设男童便池”

仅是权宜之计
□ 刘天放

热点冷评

让春节这道“风景线”在新时代更绚烂
□ 刘天放

春节是我国

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也是全球华人

最隆重的节日，被

视为中华民族最

为醒目的一个“文

化符号”，承载着

团圆、亲情、和谐、

伦理等深刻内容，是对过去一年的

回顾，对新一年的美好向往。

从“腊八”开始直到正月十五闹

元宵，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江南

北到处充盈着“年味儿”。回家过

年，永远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愿望

乃至精神寄托，那是对家的惦念、牵

挂、忠诚。如今，过年的形式已呈多

元化，但内涵永远不会改变，已深深

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春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

“团圆”，即全家聚集在一起，共享阖

家欢乐的温馨。“圆”暗合了中华民

族对家庭严谨的态度。春节期间，

与家人团聚，表达亲情，给长辈和亲

朋好友拜年，并将这种情感延伸，形

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风俗，这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延续数

千年，也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耀

眼的一道风景线。

斗转星移，有人说如今的“年味

儿”已淡，可事实并非如此。年味儿

是大街小巷的张灯结彩，是琳琅满

目的满屋子年货，是家人团聚时的

一顿饺子……年味儿，是古老而亲

切的一句“过年好”，也是你来我往

的相互挂念。只要还有春运的繁

忙，还有饺子、灯笼、压岁钱、春联等

等，年味儿就将永存。

客观地讲，春节的某些习俗确

实在变。日益富足的中国人，早已

不再把过年当成穿新衣、品佳肴、改

善生活的一个良机。就连拜年的方

式都变了。但形式变了，核心却没

有变，春节这一“风景线”犹在。无

论显示中国人开始自由流动的特色

“春运”，还是微信、短信、电话拜年，

或是电子方式取代了鞠躬这样的传

统，形式变了，但实质未变。

进入新时代，春节赋予的文化

内涵，必须发扬光大，如此就一定会

不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

尊重、敬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夯实基础，以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从而让春节这道“风

景线”在新时代更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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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淘宝发布公告：
平台口罩货源充足，绝不涨价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一

些电商平台销售的口罩出现明显涨价、断货

情况。1 月 21 日晚，淘宝发出公告称，平台所

有口罩绝不允许涨价；同时表示已启动官方

专项补贴，目前口罩货源充足，保证消费者可

以买到。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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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喷嚏的正确姿势：对着胳膊打

打喷嚏时捂住口鼻是不对的，虽然这确

实挡住了飞沫向空气中传播，但感冒病毒会附

着在手上，再摸身体部位时，容易进入眼睛和

鼻子，造成感染。推荐一个打喷嚏时的标准动

作：抬起手臂对着胳膊打，喷出或咳出的飞沫

虽然会附着在衣服上，但至少阻断了感冒病毒

的传播。 @生命时报

除夕夜，一家人

围 桌 齐 坐 ，闲 话 家

常，自然少不了一顿

丰盛的年夜饭。然

而，临近春节，人们

准备好好享受美食

的同时，各种关于食

品的传言也开始冒

头：“听说鸡排里含

有 肉 胶 ，不 能 吃 ！”

“你不知道吗？鱼肚

有毒啊！”“炒瓜子用

了 明 矾 ，小 心 购

买。”……众多传闻

下，大家免不了受到

一些影响，开始惶恐

起来：“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这个年

还怎么过？”（1月22

日《科技日报》）

春节期间的“食品谣言”分为两

个层次，一个是“老谣言”，一个是

“新谣言”。对于有关部门和百姓来

说，需要有针对性地识别和防范。

对于“老谣言”，可以说有关部

门、有关专家已经不止一次苦口婆

心说过，指出了其谣言的属性，以及

为何说是谣言的原因。然而，“老谣

言”还是春风吹又生，一到春节就来

搅和一阵子。对于“老谣言”首先需

要百姓自己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切

莫总是习惯于“随手转发”，污染了

朋友圈，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和担

心。遇到“老谣言”只要到正规的网

站上查询一下就能识破了。而有关

部门也需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不能

让“老谣言”成为“新危害”。

对于“新谣言”，老百姓自然没

有火眼金睛，从来没有听说过，是

“新谣言”得以快速传播的土壤。因

此，对于“新谣言”还是需要有关部

门多做些事情。应该借助大数据进

行分析，组建专门的专家团队，第一

时间发布“食品谣言”的信息，指出

其谣言的本质。这种信息的发布要

做到能够跑赢谣言，而不能总是在

谣言的屁股后面气喘吁吁。目前，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不少“谣言识别

平台”，希望这些科学平台进一步发

挥作用，让“食品谣言”无处可藏。

“食品谣言”的出现，也有两个

原因：一个是“无心之举”，以为是科

学知识就善意传播了，而却没有经

过验证核实；一个是“故意为之”，有

的是自媒体为了流量利益，有的是

为了制造恐慌。因此，加大自媒体

的管理，不让“食品谣言”在自媒体

流传也是当务之急，自媒体不是“自

己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媒体”。

心有余悸 王恒/漫画

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女厕设男童

便池的消息引发热议。在该院 5 个楼层的女

卫生间内，共设置了17个男童便池。一时间，

众说纷纭。支持者认为人性化，质疑者认为女

性和男童的隐私均难以得到保护，不利于孩子

建立性别意识。（1月21日 红星新闻 ）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某某表示，此举并非新事，已有五年之

久。她称，男童便池据 5～6 周岁孩子的身

高设计，位于女厕最外侧，没有门，但三面环

绕，“隐蔽性比较好”。而女厕均为单间，“也

看不到外面。”

在女厕内设男童便池，以满足那些妈妈带

男患儿就医的需求，这是该医院的人性化之

举，应该给予高度赞扬。据张某某介绍，在女

厕内设男童便池前，该院用约一周时间对200

多位 20 至 50 岁左右的女性患者开展了调查，

被调查者都表示赞同。而且，2015年至今，几

乎没有5岁以上的男童在女厕如厕。

然而，这件事却暴露出妈妈带男患儿在医

院如厕不便这个问题。医院女厕内设男童便

池，当然是一个可行之举。带男患儿来这家医

院就诊的母亲，看来都能自觉遵守规则，即 5

岁以下的男童才能随妈妈在女厕如厕。不过，

要想方便所有男患儿在医院如厕，仅靠“女厕

内设男童便池”，恐怕并非长远之计。

从报道提供的图片看，该医院女厕内的男

童便池为“小便池”，因此，如果孩子需要大便

怎么办？不还是要占用女厕内的蹲位？此外，

虽然该医院5年来并没有发现5岁以上的男童

在女厕如厕，但并不代表今后就没有。如果把

医院“女厕内设男童便池”的做法推广，恐怕也

会出现不守规则的妈妈。

但张某某下面这句话值得注意，她称，接

下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或将设立第三卫生

间，方便残疾人、孕妇及母亲带着男童就诊或

父亲带着女童就诊等各类特殊情形。是的，

“设立第三卫生间”才是正确方向，既可以免除

妈妈带男患儿在女厕如厕的尴尬，还能照顾到

更多特殊群体。在医院等公共场所设立第三

卫生间，显然是多赢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