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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3·15”晚会对一些辣条生产
厂家的卫生乱象进行了曝光，甘肃省相
关部门随即对辣条发出了 “200 米禁
令”，这些行动都表明，全社会对孩子的
食品安全高度关注。 不过，上述“200 米
禁令”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青
少年茁壮成长”，这似乎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 这个禁令是
有位置局限的，200 米内买不到辣条，
那么 200 米之外呢？ 校园里买不到辣
条， 那么上学路上呢？ 只要孩子们的
“馋虫”发作，他们还是能够通过各种
途径获得辣条。 现在问题来了， 为了
“青少年茁壮成长”， 要不要在市场上
全面禁止辣条的生产和销售呢？ 如果
有这么一条禁令， 而且禁令得到严格
执行， 那么孩子们就真的不会再受到
辣条的影响了。

但是，后面的这条禁令是不可能做
出的， 因为辣条本身并没有什么 “原
罪”。 不要说辣条，几乎一切零食，经常
食用的话都不利于身体健康。 反过来
说， 这些零食如果只是偶尔吃一点，并
不会对健康产生多少影响。人们所讨厌
的，法律所不容忍的，并不是笼统意义
上的辣条，而是那些不符合卫生和质量
标准的劣质辣条。真正要保证孩子们的
身体健康，最应当做的当然是把那些不
达标的辣条产品彻底逐出市场。这种伪
劣食品，不但校园里不能有，校园周边
200 米不能有， 而且任何地方都不能
有。

也就是说，关于辣条的问题，监管
的重点对象是假冒伪劣产品，是不安全
食品。对于符合卫生要求和质量标准的
辣条产品，一刀切地不允许它们出现在

校园周边 200 米，似乎有执法过于苛刻
的嫌疑。 而且，这样的规定也很难在法
律当中找到依据。 进而，对于那些真正
应该严加监管、 严厉处置的劣质辣条，
如果仅仅是划定一个 200 米的禁止进
入线，那又有纵容之嫌。 对劣质食品本
应人人喊打、 处处不容，200 米之外肯
定不是法外之地。

事关孩子们的食品安全，不仅仅是
辣条， 任何问题都应当作为大事来对
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应当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如果生产辣条的
卫生乱象被曝光，就禁止辣条进入校园
周边 200 米，那么下一次棒棒糖的某些
生产厂家出了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棒棒
糖也要被驱逐到校园 200 米之外？ 毕
竟，经常吃糖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也不
利于青少年茁壮成长。

辣条监管别止步于“200米禁令”
□ 周东飞

日前， 甘肃省相关部门发布公告称，
辣条是高油、高盐、高添加的调味面制即
食方便食品， 经常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
为使青少年茁壮成长，决定在全省所有校
园及周边 200 米范围内禁止销售辣条。

（3 月 19 日 环球网）

近日， 河南省某大学的一门课
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有学生爆料，
任课老师要求学生以微信新增好友
人数作为平时成绩，新增 1000 个以
上好友才算及格。 不少学生吐槽，加
好友加到心累。 但也有人说这是一
门新媒体运营课程， 加微信好友正
是为了锻炼学生的策划、营销能力。

（3 月 19 日 新浪网）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

平 所谓好友， 应该是彼此有好感、
情投意合的朋友， 至少在某些方面
有些交集。 我们常说，交友需谨慎，

不能是人是鬼都往朋友筐里装。 微信交友
同样需要谨慎， 否则就会带来难以预估的
风险。 对于尚未走上社会的大学生，不分青
红皂白将众多陌生人加为好友， 无异于在
生活中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因网络交友不
慎而受骗上当的人不在少数， 要学生加一
千人作为及格条件， 等于是拿学生的安全
开玩笑。

@ 山东读者孙晓东 利用包括微信在
内的社会化网络进行公共关系和客户服务
的开拓维护， 这本来就是社会化媒体运营
的一项内容， 把增加微信好友作为相关专
业学生的作业无可厚非。 虽然增加 1000 个
以上的好友确实具有挑战性， 但要知道这
种在校园里的“魔鬼训练”相比实际工作中
挑战性更高的“增粉”任务，只能说是一次
不算非常残酷的“演习”。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策
划、营销能力的培养方法有许多，即便是新
媒体运营课程，也不必做如此作业。 完全可
以选定某一产品， 让学生设计线上线下营
销策略与手段， 通过与消费群体互动等形
式，对产品进行促销营销。 在实训中，多层
面、多批次让每位学生参与其中，合理制定
评分标准、全面评价，比用微信添加的人数
来评判成绩要科学的多。

@ 福建读者童其君 让课堂回归生活，
在生活中学知识，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到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加微信好友正是为了
测试学生的专业知识及策划、营销能力，顺
应高校课程改革以及“互联网 +”的大势。
试想，如果这门课程教师还是老样子授课，
没有创新，依然是老师讲学生听，这样古板
的课程，怎么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又如何能
培养出符合信息社会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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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 日
前，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了《2019
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

书》，数据显示，中国 6 到 17 周岁的青
少年儿童中，超六成睡眠时间不足 8 小
时。《白皮书》分析，课业压力成为影响
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67.3%），其次是
3C 产品（27.1%），噪声、声、光等睡眠环
境占 24.8%，家长的睡眠习惯占 19%。

（3 月 21 日 央广网）
睡眠不足的坏处毋庸赘述，尤其是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睡眠
不足、长期熬夜，无异于在慢性自杀。对
于这些常识，笔者相信父母和老师都心
知肚明，但一旦要他们“呵护好孩子宝
贵的睡眠时间”， 很多人又开始叫嚷起
“臣妾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让孩子好好睡觉真
有那么难？当然！有些人的回答很笃定，
因为他们在不停地用“加法”剥夺孩子
的睡眠时间：担心孩子学习成绩比不过
别人家孩子， 那就在课余时间给孩子
“补补习”；害怕孩子的简历没有同龄人
丰富，那就多给孩子“加加餐”；担忧孩
子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那就让孩子
早一点与互联网“亲密接触”……

一道道“加法”做下来，原本属于孩
子的睡眠时间便所剩无几， 数据显示：
超过六成的青少年，睡眠时间不足 8 小
时。 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家长在用孩
子的未来为这道没有“最大值”的加法
题买单。 休息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基
本需求 ，若得不到充分休息 ，任何 “加
法”都将归结于“零”。正因为此，社会越
是焦虑，我们越要为孩子做好“减法”，
减去不必要的课业压力，减去可有可无
的攀比和计较，把睡眠还给孩子。

如果人一生的总时间是恒定不变
的，那么，每天 8 小时的睡眠绝对是其
中不能被剥夺的“定值”，它事关成长、
事关健康， 至于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
让孩子学会更多知识、 掌握更多技能，
又不失去童年的快乐，就真正考验我们
的教育智慧了。

□ 余娅

做好“减法”睡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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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能都毕业吗？ 这不，有
高校出手了！ 近日，一些高校对部
分大学生作出退学处理。合肥工业
大学对 46 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
处理，因其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
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等； 广州大学
72 名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
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决定对
这 72 名研究生作退学处理。

（3 月 15 日 中国青年网）
确实， 之前很多人从小接受的

教育就是“现在又苦又累不要怕，考
上大学就可以轻松了”。 因而，很多
学生进入大学校门后， 就再也不把
心思用在学习上。 一些学生虽然最
后也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 但却没
有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合肥工业
大学等学校劝退已录取但不好好学
习的学生， 可以让更多的本校学生
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感受到压力，提
醒他们把更多的心思用在学习上。

高校既有为所有适龄青年提
供更多学习机会的责任，又有为社
会输送大量优质人才的义务。人们
把对高校的更多关注，集中于高校
的招生与毕业环节。 学生进入高
校，意味着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 近年来，很多地方不仅创建了
新的大学，一些原有的大学也不断
扩容，能够走进高校或读研深造的
学生越来越多。 有关资料显示，全
国每年有近八成的高中毕业生已
经可以顺利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招
生人数每年也在增加，从数量上说
高校的大门不可谓不宽。

同时，由于高考前的奋力拼搏
和大学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考虑
到读大学所要付出的代价，大学阶
段的师生对学习与考核上的要求
不同程度存在放任的情况。 许多大
学生确实在大学里没有学到应有
的知识，毕业后与用人单位的期待
也有一定的落差，从而导致大学生
就业难等问题比较突出。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 ”，
这种现象必须扭转。 对于学习跟不
上的学生，应该实行“退出”制度。
当然，在对考核不合格的学生进行
劝退的基础上，也可以对相关制度
进行完善， 如让其 “本科转为专
科”，或者让其留级再读。 当然，有
关部门也可以建立学分互认制度，
学校之间可以转学分，以免让他们
从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一口唾液能测天赋？

通过唾液就能测出孩子具备哪种天赋，并以此作为孩子的“培养说
明书”，培养出某个领域的天才……名为“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项目，近
来在各地悄然流行。 虽然有的收费高达数万元，但还是受到不少父母的
追捧。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推广儿童天赋基因检测项目的公司本身其实
不具备检测能力，只是通过招商代理牟取暴利。专业人士表示，天赋基因
检测并无充分、严谨的科学依据，只是高价商业项目披上的科学外衣。

薛红伟

研究生被退学，你不要意外
□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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