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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评

【今日话题】
3 年前，沈阳男子陈大勇带着老婆孩

子到吉林省靖宇县山区，开始了木匠生
涯。对陈大勇的选择，有人表示赞赏，佩
服他的勇气，但也有人提出质疑。陈大勇
的岳母王金凤表示，不会干预子女对生活
方式的选择，她觉得年轻人应该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

【观点1＋1】

@三体-弓仁羽：在城市生活压力
大、成本高，或许还要从事自己不喜欢的
工作。与其如此，我们还不如从中脱身，
回归山林，当一个开心的木匠，活得岂不
更洒脱、更精彩吗？陈大勇是一个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的人，为他的勇气点赞！

@方鸣1121：在浮躁的社会，陈大勇
能够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确实是
一种幸福。但是，他在追求幸福的同时也
应该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考虑进去，毕
竟，能够让家人无忧无虑地生活是一家之
主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叫我冬云兄：隐居山林过没有压力
的生活确实很美好，陈大勇的选择也是很
多人的奢望。但是，他还很年轻，等到自
己退休后再去过这样安逸的生活会更好。

@心朵：陈大勇选择了自己向往的生
活方式，但忽略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毕竟
山区的教育条件和城市差别很大，请他在
选择深山生活的同时也考虑一下孩子的成
长。

@悠然阿朵：不是任何人都能遵循自
己的内心去做事、做人，希望他们一家人
生活得幸福安康！

@湖南女子学院讲师张闻骥作家：陈
大勇已经有老婆孩子了，他得肩负起养家
糊口的责任，生活不能如此任性。

@吝时工：我们应该尊重年轻人的选
择，每一次选择都会使他们的生命更加厚
重。

@秋泉12：山区不是生活的盲点，那

里也有一番天地。无论做木匠与否，是金
子就一定会发光！

@江苏日月江南：在职业选择多元化
的今天，陈大勇一家人选择到山区从事木
工事业也是不错的选择，只要有技术、有
市场、肯吃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生活得
很好。

@爱心车站你我：每个人都有选择自
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不恶
俗，别人都不能过多指责，因为我们不是
他本人，我们不完全理解他所追求的生
活，你说呢？

@胜平王大头：该新闻事件并不能代
表生活的主流，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千篇
一律”，条条道路通罗马，百花齐放才是春。

@萧春融的微博：由农村走向城市、
由城市走向大都市，是普遍被人认可的人
生轨迹，反其道而行之则会被人误解。或
许，当年梭罗隐居于瓦尔登湖的湖畔时也
招致了人们的质疑，但当他写成了著名散
文集《瓦尔登湖》时，人们改变了最初的
观点，开始羡慕他跟着自己的心灵去生
活。我想，无论何种选择，只要自己不后
悔，活得开心惬意，便是最好的生活。

【下期话题】

“很难招人”
难掩“求职很难”
3 月 7 日，广州市人社局等单位联合

举行市区联动专场招聘会。虽然应聘者不
算少，但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大量需要普
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难招到一线工
人，有制衣厂甚至为一线工人开出了4000
元～6500 元的月薪，但一个上午只收到 3
份简历。另一方面，大量求职者因各种主
客观原因“求职很难”，对这种劳动力市场
供需不对称现象，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北京时间 3 月 5 日凌晨，麦当劳
美国公司宣布一项新举措：将逐步停
止采购在饲养过程中使用了某些人用
抗生素的鸡肉，并提供未注射人工生
长激素的奶牛所产牛奶，该举措计划
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但此次“停用”
仅限于美国，中国暂无时间表。消息
经网络传播后，引发社会公众普遍关
注。 （据《羊城晚报》）

对于抗生素这个概念，大家不要
谈虎色变，抗生素也叫抗素菌，主要
起到杀灭细菌的作用，对于一些细菌
感染和致病微生物有很好的抑制作
用，正是基于此，麦当劳将继续使用
一种叫 ionophores 的非人用抗生素。
而在动物身上使用抗生素，一是预防
性治疗，避免动物生病。特别是当今
社会对禽肉需求量不断增大，对于家
禽一般采用工业化集中饲养，如果家

禽生病，就是“一损俱损”，因此，
饲养户适量使用抗生素非常有必要。
二是抗生素促进动物生长。通过使用
某些抗生素可以增强家禽肠道吸收功
能，从而促进动物生长，提高动物出
肉率。

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而
言，抗生素在家禽饲养业和医疗行业
中的应用不可或缺。比如说，抗生素
的使用提高了家禽出肉率，更大大提
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事实上，只要
用量科学，符合安全标准，少量抗生
素在人体内残留并不足以威胁人类健
康，就算有较多的抗生素残留，真正
能威胁到我们的也不是抗生素本身，
而是我们身体产生的耐药性，而美国
麦当劳此次行动的实质也是针对耐药
而言。

以人体为例，导致人体生病的细

菌分为“敏感菌株”及“耐药菌
株”，我们在使用对应的抗生素之
后，一般的“敏感菌株”会被杀死，
但也有少量的“耐药菌株”依然存
活；如果多次使用该抗生素，“耐药
菌株”就会形成抗抗生素基因，即我
们身体的耐药性会增强，而该抗生素
对病人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同理，在
家禽生长过程中，多次使用抗生素
后，一部分抗生素会通过家禽转化到
我们体内沉积，这些抗生素残留也会
慢慢发展出耐药性，一旦我们生病要
使用该种抗生素时，由于耐药性的影
响，该抗生素也起不到理论上的效
果。

走笔至此，相信大家已经看出
问题所在了，那就是人用抗生素和动
物用抗生素交叉使用的问题。一言以
蔽之，如果动物用抗生素和人用抗生

素无密切关联，那么，抗生素对人的
威胁并不大；如果这种抗生素在动物
和人身上都使用，那么，该抗生素
有可能在人生病时的治疗效果大打
折扣。

虽然各国都尽量将人用抗生素和
动物用抗生素分开使用，但因其成本
和周期性问题，有时做不到完全分
开，所以，我们应客观评价麦当劳逐
步“停止使用某些人用抗生素的鸡
肉”的这个措施，至于为何不能“一
碗水端平”，我们还是多给麦当劳一
些时间吧，要知道，麦当劳是完全按
照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使用抗生素
的，宣布这项措施就说明它是在履行
一个跨国公司的责任，而我们要警惕
的是，在生病时不要过度依赖抗生
素，动辄“打吊瓶”才是真正威胁我
们健康的大问题。

客观看待抗生素
□余锦雄

日前，广西玉林容县河南村发生了一起入室
盗窃案，作案者是一名年仅10岁的男孩，他在
偷了一户农家两万元后被农户当场抓住。村民先
是让男孩跪下，随后把男孩装进猪笼，并脱下他
的上衣将其浸泡于池塘中吹冷风，直到男孩号啕
大哭、冻得瑟瑟发抖才放他离开。此消息一经发
布，立刻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孩子做错事，连上帝都会原谅的。”每个人
都做过错事，而小孩子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
观，成人世界的“是非对错”对他们来说是个模
糊的概念。其实，很多人的童年都有偷钱、打
架、骂人等行为发生，对此，我们一般都是对其
进行批评教育，“囚笼浸塘”对小孩子的打击或
许将影响其人生成长。

诚然，人们痛恨偷窃行为，近年来，小偷被
捉后挨打、游街、示众的新闻屡见报端。但对一
个年仅10岁的孩子采取如此极端的暴力方式实
在不妥，也不合法。《刑法》第17条规定：“因
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
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
府收容教养。”因此，对于不具备独立民事行为
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孩子而言，我们要从行为上和
人格上加强引导和培养，而不能像上述村民所

为，滥用私刑甚至用“囚笼浸塘”这样的极端暴
力手法对孩子进行处罚。村民这一行为在社会上
造成了消极影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与情之间常常会产生矛盾。回到此案，由
于入室盗窃者是个年仅10岁的孩子，即使村民
报了警，警方也会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对其进行
教育后释放，这对于被盗的村民来说或许是难以
接受的。而村民“以暴制暴”的做法折射出，在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
刑罚处罚方法的可操作性差、种类较少，不能适
应新时期未成年人的身体与心理特点，有很多地
方需要补充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也未能很好地
发挥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
时期，任何人都必须依法办事，尊重法律、敬畏
法律、服从法律。用暴力方式对待小偷的行为，
似乎解了被盗人的心头之恨，却折射出部分公民
淡薄的法律意识，也说明建设法制社会、培养守
法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完
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公民
法治意识，才能有效减少“囚笼浸塘”这样荒唐
行为的发生。

“囚笼浸塘”背后的法律缺失
□麻 酩

暖心 商海春 作 （新华社发）

追求理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