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 yzhcomments@vip.sina.com 2018年4月3日 责任编辑/范金刚 美术编辑/吕攀峰时评

鸭肝、鸭血、粉丝，配上香菜、榨菜和一
大勺鲜汤……来南京必吃的鸭血粉丝，到底
哪家最正宗？记者从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局了解到，去年他们和南京餐饮商会调研
过，目前鸭血粉丝汤的地方标准正在研究制
定中。而南京餐饮商会表示，在为其申遗做
准备。相关从业者表示，“这种标准设定比
较尴尬，去年开了两次会，鸭血和粉丝肯定
有，每家有特色，一些创新品牌做酸辣口味
的，还做麻辣口味的，有一些店还是做传统
的。”（4月2日江苏卫视）

“鸭血粉丝要定标准了”，该消息一经曝
出，照例又招致了网络上一片戏谑调侃。事
实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几
年之前，肉夹馍官方标准的发布，也一度引
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此后，陆陆续续又有
一些地方特色美食标准出台，但每每都难逃
被围观、被争论的境况。过往种种案例都表
明，之于传统小吃、地域菜品的标准化，公众

天然存在着顾忌与排斥。这么多年来，官方
在此方面的极力推动，并未从根本上撬动民
间的这一心理认知。

其实，针对此类“标准”的质疑，最主要
的还是集中于两个层面，也即“有无必要”和

“是否可行”。诚如有网友所言，“不管你定
不定标准，鸭血粉丝就在那里，不咸不淡”。
换而言之，围绕鸭血粉丝的制作工艺、口味
特点等等，早已形成并且高度稳定，在此前
提下所谓“官方标准”有和没有基本没什么
区别。再者说，在一个偏好多元化、产品细
分化的餐饮市场中，鸭血粉丝注定会变得更
具差异性，试图将之装入一个统一的“标准”
里，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应该承认，食品制作的标准化，在现代
餐饮发展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快
餐、速食的标准化生产，直接创造了“万店同
味”的行业奇迹，一些跨国连锁餐厅藉此迅
速发展壮大。近些年来，中式餐饮、传统小

吃之所以急于在“标准化”上发力，很大程度
上正是受此影响——只不过，其驱动主体并
不是市场一线的企业，而是换成了政府职能
部门或商会、行会等等。就此意义而言，地
方美食标准化，其实承载了地方政府“整合
资源，输出产品”的考量。

无论是肉夹馍标准还是鸭血粉丝标准，
这些“标准”显然已经超越了美食本身的范
畴，而应当看成是地方主政者推动“美食经
济”、追求“连锁化变现”的一环。应当说，这
其中的初衷和策略，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问
题在于，对于发展高度成熟、竞争完全充分
的餐饮业来说，自上而下的公共引导到底该
如何把握分寸？理想状态下，所谓的“地方
美食标准”，更多还是应当在宏观上促成全
行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而尽量避免对微
观的生产过程和消费场景造成掣肘。或许，
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消广大公众的种种
顾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生农村
生源居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
30%。近日，在该校2018春季招聘会
上，学校推出了“贫困生就业绿色通
道”，为他们提供简历问诊、政策咨
询、岗位推荐、面试指导和签约服务
等5个求职关键环节服务。（4月2日
《西安日报》）

“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
个家就有希望。”路遥先生的长篇小
说《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孙少安这样
对弟弟孙少平说。“上的大学越好，将
来找的工作越好”，教育分层也会对
将来的社会分层产生影响；改变出路
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宿命，实现向
上的社会流动，一些寒门子弟为了

“向上爬”拼尽了全力。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发

现：与那些家境优越、父母受教育状
况良好的同学相比，农家子弟性格相
对内向、表达能力相对薄弱、视野也
相对封闭，也不擅长进行印象管理。
在一个盛行“以貌取人”的时代里，寒
门子弟在竞争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
一位明明很优秀的寒门子弟，却很有
可能在就业过程中被“埋没”。

当寒门子弟忙着为学费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的时候，周边的同学谋划
着出国、考研；当寒门子弟寒暑假做
家教、兼职挣生活费的时候，室友或
许正在满世界旅游；当寒门子弟渴望
买一双好球鞋、一台好电脑却又囊中
羞涩的时候，别的同学可能从来没有
为这些发过愁……苦过、累过、哭过，
寒门子弟的成长成才，有更多的无奈
和艰辛。

在分析就业现象时，美国社会学
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弱关系”和“强
关系”两个概念。所谓弱关系，是指
和联系不频繁的人的关系，与之相对
应的就是强关系。在我国，求职过程
中强关系的作用更强，人脉、关系深
刻影响就业质量。

“别人有的是背景，而我有的只
是背影”，寒门子弟在以家庭为核心
的熟人网络中，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
社会支持，只能自力更生、孤独奋
斗。寒门子弟所依靠的熟人网络在
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
通过强关系帮助他们就业的能力十
分薄弱。避免让贫困生在就业过程
中处于边缘化境地，社会需要“就业
绿色通道”之类的举措为他们提供实
实在在的帮助与社会支持，提升他们
的就业质量。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代诗人袁
枚这首孤独了二百余年的小诗，被重
新认识和重新“点燃”。如果阳光照
遍每一个角落，更多的米粒之花才会
开成牡丹；寒门子弟的破茧成蝶，既
需要他们在与自己的较劲中拼命长
成大块头，也需要制度护佑与人文关
怀。当更多的寒门子弟拥有改变命
运的机会，整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
更有希望。

“鸭血粉丝要定标准了”为何招致调侃

在一个盛行“以貌取人”的时代
里，寒门子弟在竞争中通常处于弱
势地位；一位明明很优秀的寒门子
弟，却很有可能在就业过程中被“埋
没”。

贫困生就业需
“弱势补偿”

清明节是我国祭祀先祖、缅怀先烈的
传统节日。因为有需求，近年来代客祭祀
也营运而生。一杯茶、一对烛、一盘果、一
封信，收费100元，这样的代客祭祀方式你
接受吗？4月1日，记者走访发现，重庆有陵
园推出了这样的“基础套餐”。重庆市殡葬
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彭友谊认为，“一封信”
的代客祭祀是值得提倡的，其跨时空的特
点，弥补了清明节短时间、高密度祭扫集中
带来的不便性，既满足了群众缅怀先人、追
忆亲人、表达哀思的需求，又体现生态文明
环保的特点。（4月2日上游新闻）

“代客祭扫”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往
年，像直播扫墓这样的新颖方式其实都已
经出现。在一个本身快速变化、传统受到
重构的社会，清明祭祀方式的改变，也实在
无需大惊小怪。

“一封信”式代客祭扫，较之以往的代
客扫墓服务，最突出的变化有两点：一是，
往年媒体报道的代客扫墓一般多是在网上
推出的私人业务，而重庆有陵园推出“一封

信”式代客祭祀，则是陵园官方推出的服
务，相较而言，后者可能更有“规范”保障；
二是，该形式突出了“一封信”的主题，并倡
导生态、文明祭祀，不为客人哭坟、烧纸等，
其实更显仪式感，也更符合生态要求。

在传统的祭祀观中，祭祀者自己到场
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是祭祀诚意的一种
体现。应该说，这种传统祭祀观很正常，甚
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应是祭祀的
主流选择。但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农耕社
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特别是流动社会的转
变，祭祀从外在仪式到内在观念，其实一直
都在不断变迁，只是这一速度可能相对较
慢，多是在潜移默化中被人所接受，而代客
祭扫乃至直播祭扫的出现，则相对突兀，也
就更容易引发争议。

但是，面对种种新的祭扫形式，尽管无
需予以统一提倡，但只要符合公序良俗，就
应该为社会所包容。一方面，在一个高度
流动的社会，出现祭祀者因为工作、身体、
距离等原因无法到现场祭扫的现象，其实

太过正常。那么，相对于缺席祭扫，请人代
为祭祀，又有何不可？另一方面，尽管清明
祭扫是一个社会的传统文明，但在个人情
感语境下，祭祀亲人终究是一种个体化叙
事，只要不违背社会的道德、法律，应该允
许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其实是很正
常的事情。像“一封信”式代客祭祀就能够
针对“客户”的个人需要提供不同的服务，
实际上也就是帮助他们完成了对亲人的情
感祭奠。

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清明祭祀，最重要
的内核其实还是“真诚”，而具体形式反倒
是其次的。至于到底如何来表达“真诚”，
这个权利应该属于祭祀者本人。而事实
上，虽然祭祀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社会上
的祭祀之风并没有衰落，这就充分说明，社
会的祭祀诚意并没有因祭祀方式的改变而
受影响。同时，这也体现了传统文明在与
现代文明相互“融合”时的张力与活力。当
然，祭祀方式可以“创新”，但对于公序良俗
的尊重，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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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清明祭祀，最重要的内核其实还是“真诚”，而具体形式反倒是
其次的。事实上，虽然祭祀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社会上的祭祀之风并没有衰落，这就
充分说明，社会的祭祀诚意并没有因祭祀方式的改变而受影响。

阿胶糕不含阿胶，牛皮骡马皮熬制假冒
阿胶标称千元驴皮胶。近日，新京报记者通
过近一个月调查，揭开了山东东阿县多家阿
胶企业的造假黑幕。由于我国对阿胶食品
并没有阿胶含量的规定标准，最终这些假冒
劣质的阿胶糕，在厂家自制“检验合格”报告
掩护下，堂而皇之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
（《新京报》4月2日）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对于阿胶的争议就
会出现，今年春节，“水煮驴皮”更是成为舆
论争议的焦点。不过，之所以“阿胶事件”反
反复复，即源于消费者对于阿胶的了解程度
不深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阿胶的神秘面
纱下，充斥着一整条灰色利益链条。

比如，原本阿胶糕的主要成分，是由纯
驴皮熬成阿胶块，加入核桃、芝麻、枸杞等辅

料混合熬制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
阿胶的定义为：驴的干燥皮或鲜皮经煎煮、
浓缩制成的固体胶。然而在行业内部，一些
企业用牛皮边角料甚至骡马皮做原料来做
阿胶，恐怕已经算不上啥秘密了。

相关数据显示，阿胶的整体市场价，在
最近四年内已经涨了五次。而阿胶产业的
发展，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带动了驴皮的“珍
贵”。可问题在于，如今很多农民因为种种
原因，其实并不愿意养驴。于是，供需矛盾
直接导致驴皮价格逐年攀升，一些阿胶企业
便采用牛皮等原料代替。

阿胶之所以会有市场，在于我国民众的
养生需求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基数层
面。如今，不仅是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越来
越重视，就连年轻人也开始加入购买保健品

的行列中来，可不少保健品其实都存在夸大
功能的嫌疑，这直接导致了保健品市场的相
对混乱和无序。

一面是“水煮驴皮”争论不休，一面又是
无资质厂商打“擦边球”，究竟这块市场掺杂
了多少水分，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
是，假货之所以会有市场，很多时候并非普
通消费者无法识别，而是对于此类药食两用
物品，存在着监管“夹缝”。

面对阿胶市场的乱象，不仅需要对民间
非理性的养生文化进行及时纠偏，也需要强
化监管、健全产业，来营造一个更健康、更完
善的市场环境。既要在消费者群体中培养
起对阿胶的“经验理性”，也要在行业内部实
现优胜劣汰的过程，也许只有这样，“阿胶事
件”才能避免口舌之争。

“阿胶事件”如何避免口舌之争 □□宋宋 潇潇

□杨朝清 “一封信”式代客祭祀：
无需提倡但应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