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邓海建

近期，鸿茅药酒因为一场“诡异”
的跨省抓捕身处舆论漩涡。4月16
日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此事件
作出回应：要求内蒙古责成鸿茅药酒
就虚假广告问题作出解释；已经组织
有关专家，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
化为处方药进行论证。

曹雪芹老先生早就熬过一碗万年
老鸡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
性命。此诗用来作为时下火热的鸿茅
药酒事件的总结陈词，也非常妥帖
——“跨省追捕”的故事，本是路人皆
知的醉翁之意，没成想却搬起石头砸
了自己的酒。

据不完全统计，鸿茅药酒广告曾
被江苏、辽宁、山西、湖北等25个省
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违法次数
达2630次，被暂停销售数十次。但
是，内蒙古食药监管理局作为监管部

门和广告批文核准部门，却一路为鸿
茅药酒广告“开绿灯”。

10年违法路没人管，一朝小吐槽
被拘捕。这样的反差，起码不是地方
法治生态的荣光。说“鸿茅药酒是毒
药”当然有放大夸张的嫌疑，但民事
领域能解决的问题，为何使用刑事手
段介入？这种急吼吼的姿态，传递的
究竟是怎样的“个案公平”？

鸿茅药酒是酒还是药？估计很
多人也是直到2018年4月13日，才
恍然惊觉这款有事没事喝两口的“保
健品”是一种非处方药。有几个数
字，挺耐人寻味：2016年，鸿茅药酒
在电视广告投放额前十名中排名第
一。而根据央视市场研究媒介智讯
（CTR MI）的数据，2016年鸿茅品牌
（包括酒精饮品、活动、商业及服务
性行业等）在电视广告中的投放额为
150亿元。这些熟悉的操作，与前段
时间处在风口浪尖的莎普爱思不谋

而合。
有钱砸广告，顶多是个经营理

念问题，算不得原罪。不过，违法
广告一路畅通，如入无人之境，这
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2015年
9月 1日，新《广告法》实施，鸿茅
药酒先因明星代言成为上海市查
处 首 例 广 告 违 法 案 件 ；2016年 1
月，又因广告违法 118次严重违法
被重庆市食药监局通报。然而，
就在 2016年 1月至 10月间，内蒙
古食药监部门一如既往地为鸿茅
药酒核准 269个广告批文，对其在
广告违规上的劣迹斑斑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一家被10省市18次采取暂停销
售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企业，在涉嫌广
告违法问题上可谓臭名昭著，竟能畅
行无阻地获得数百个广告批文，地方
警方就没有嗅出其间的诡谲？而且，
直到近期媒体对这起“民事纠纷刑事
化”的事件进行报道讨论时，这个广
受各界质疑的公司却还在收割荣
誉。4月13日，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鲍洪升荣获2017内
蒙古年度十大经济人物。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鸿茅药
酒，每天两口”的诉求，让人联想到
网友曾评选出的“神药届四大天
王”，他们靠广告为生、靠忽悠续命，
和“中华广告表演艺术家”一起，构
成了医疗卫生和广告领域一道暧昧
的风景。

可以想象，这杯一言难尽的神
酒，如果没有“跨省追捕”，也许在这
个春天依然会混得风生水起。鸿茅
药酒作为一款甲类非处方药品，其违
法广告背后，真正被忽视的是无数中
老年群体的用药安全问题。现下舆
情汹涌，食药监管、司法及监察部门
恐怕不会袖手旁观。揪出护身符、扯
下遮羞布，相信只是个时间问题。

□ 朱昌俊

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
在微博爆料，江苏省徐州市新
沂的徐州卫生学校食堂存在
卫生问题，表示先后在食物中
发现胶皮、头发丝、铁钉，甚至
蚯蚓等。据爆料，学生称徐州
卫生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外就
餐，但学校食堂出现卫生问题
时也不给予解决。

事件最新的进展是，针对
“徐州卫生学校食堂吃出蚯蚓”
事件，新沂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发布通报回应称，调查
事件属实，市场监管部门已对
食堂负责人进行现场约谈，下
达整改通知书，并将根据调查
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予
以处理。

学生吐槽自家学校食堂，

这不算什么稀罕事。可一个学
校的食堂几乎是经常性让学生
吃到异物，以至于部分学生不
得不感慨“求放过”，确实还挺
少见的。更重要的是，这还是
一家曾获得过省级“文明学校”
荣誉称号的“卫生学校”。虽然
此“卫生”非彼“卫生”，但对比
之下，还是显得很魔幻。

类似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
发生，恐怕不只是操作失误的
问题，而像是管理态度出了问
题，服务意识出了偏差。从媒
体披露的这一问题在该校的发
酵过程看，其中的“态度”问题
则体现得更明显。几个细节让
人印象深刻：

食堂卫生问题被曝光后，
有学生在学校群中贴出了相关
报道的截图，没想到校长的回
应居然是“怎么上课玩手机

啊”。对问题视而不见，却不忘
先“教育”一下学生，这种回应
思路和顾左右而言他的“淡
定”，不得不说很是清奇。

当然，该校食堂的饭菜似
乎也不是一直都很差劲，如被
曝光后，遇到“检查的人来就做
的贼好”，只不过，“事后又跟没
事一样”。另外，学生反映问题
后，学校“每次都说调查，最后
不了了之”。这样的阳奉阴违
与“拖字诀”，屡试不爽。

对于最新的食堂卫生问
题，该校办公室行政人员回应
记者，“辣汤中发现蚯蚓”的
事件属实，但其他相关事宜
还需要等待校领导稍后打电
话给记者进行详细说明。最
后，该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
“如果觉得我们在拖（延），也
可以再打电话来催。”最后一

句“叮嘱”，可能真的是为了强
调校方回应舆论监督的诚意，
但结合此前屡屡被曝光又一
切照旧的校方态度，却难免让
人读出些许“挑衅”和“叫板”
的意味。

在以上几个细节的衬托
下，整件事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样充满浓浓官僚气息的做
法当真是出自一所“以德立
校”的学校吗？学校变得不再
像学校，或正是一个看似很小
的食堂卫生问题长期无法解
决的根源所在。

正常情况下，学校服务上
出现问题，接到学生反馈举
报，事情就该完全可以通过校
方的内部管理解决。而在该
校，食堂卫生问题即便被媒体
曝光过多次，也依然未有任何
改观，这是不把学生诉求当回

事的表现。此次当地卫计部
门出手介入，希望不会再变成
“高举轻放”。

一边是以维护安全名义阻
止学生外出就餐，一边却是对
学校食堂的饭菜卫生听之任
之。这样的矛盾事件及其背
后的荒诞逻辑，当前在不少
学校或许都不同程度存在。
而其中的病灶都一样，那就是
学校的角色扮演和自我定位
跑偏了，或者说迷失在了利益
和权力的惯性之中。如这次
事件所示，还是那个经久不变
的诘问：学校食堂真办好了，
还用得着如临大敌般禁止学
生叫外卖，不让学生外出就
餐吗？说到底，学校做回学
校该做的事，把学生真当学
生，这样的荒诞与身份反差，
就会少得多。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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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鸿茅药酒 几多“皮里春秋” 上接02版

本次经济传媒协会换届是在传统媒体
持续下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进行
的。经济日报、科技日报、经济参考报、金融
时报、健康时报、界面/财联社等一批主流媒
体的负责人，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
新浪网、网易网等有影响的网络媒体加入了
协会，广电和出版也首次加盟，特邀常务理
事中出现了金融家、数据专家和媒体传播教
授的身影。专家评点，经济传媒协会未来的
发展，如同其宗旨与名称变化一样，顺应媒
体融合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增长点和生命
力。

作为国资委授权的党建管理部门，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见证了中国
经济传媒协会成功换届。他评价，协会开展
的“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
选”活动，是全国评比表彰达标保留项目。
五年多来，协会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中
心工作，评选出一批代表了国内经济新闻报
道水平的优秀作品，推评出一些在全国或业
界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新闻人物，形成
了强有力的舆论正能量。希望协会珍惜这
个全国唯一的经济新闻和人物评选项目，在
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进一步创新提
升，将其培育成为业界的品牌项目。

经济传媒协会新任负责人表示，伴随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协会崇尚专业主义的精
神，聚焦为会员和企业、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先办好五件实事：一是配合国家重大战略组
织主题报道活动。以精准扶贫为例，市值及
品牌居全球保险集团首位的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平安集团，2018年将正式启动总公益投
入100亿元的“三村建设工程”，面向“村官、
村医、村教”三个方向，实施产业扶贫、健康
扶贫、教育扶贫，助力美丽乡村的建设。协
会与平安集团协商合作，欢迎更多企业和媒
体参与其中。二是提升“中国经济新闻大赛
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的专业内涵、品质、
形式和公信力，将这一连续举办了29届的经
济新闻界仅有的全国评比表彰达标保留项
目，培育成为中国经济传播领域最有影响力
的奖项。三是为经济媒体对接企业和市场
提供跨界服务。四是与学界合作提升经济
传播的专业影响。五是加强党的领导，提升
协会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

卫生学校不“卫生”根在学校不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