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nrb pl@163.com-2023年 5月 12日 星期五

评

论

3本版责编/赵玉梅

﹃
抢
人
大
战
﹄
何
必
舍
近
求
远

刘
尚
维

《颜氏家训·慕贺》有云：“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 少长周
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藉风声，延颈企踵，
甚于饥渴。 ”意思是世人大多存在偏见，对于传闻的东西很是看重，对
于亲眼所见的东西却很轻视；对远处的事物很感兴趣，对近处的事物
则漠不关心。 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之中，如果有谁是贤能之士，人们也
往往对他轻慢侮弄，而不是以礼相待；但身处远方异乡的人士，即使
凭借些许名声，也能使大家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去朝思暮盼，这种仰
慕之情简直如饥似渴。 然而《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对于世人这种
重远轻近、舍近求远之举不以为然，他说“校其长短，核其精粗，或彼
不能如此矣”，如果真正比较一下远近两位贤士的长处和短处，考察
一下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或许远方那位贤士还不如近处这位呢。

实际上，窥一斑而知全豹，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情况比比皆是，比
如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闺蜜口中“别人家的老公”、同事口中
“别人家的老板”，还有某些人追捧的“国外的月亮”……正如大诗人
白居易所说“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世人大多都是“这
山望着那山高”，或许皆因“距离产生美”的缘故。

近年来，各地大打招才引智牌，各种博人眼球的人才引进优惠政
策一波接一波令人目不暇接，“抢人大战”异常激烈。然而，在引进人才
激战正酣之时，很多地方却陷入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怪圈，在人
才使用上厚此薄彼，光顾给外来人才“备彩礼”，却忘了为本土人才“做
嫁衣”。 如此一来，不仅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会严重打击本土
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还会出现“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现象。

虽然人们常说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但其实有的外来和尚念得
好，也有的念得一般，有的甚至还不如本地的和尚念得好。 因此，我们
可以相信有的外来和尚会念经，但是绝对不能迷信外来的和尚。 古语
有云：“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古人尚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道
理，我们也决不能只为招揽“金凤凰”，而置之不理自己枝头的“鸿雁”。

我们党一贯坚持不拘一格用人才，使用人才从来不分内与外，更
不分本土与外来，人才的引进与使用都不能戴有色眼镜，只要是德才
兼备的有用之才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不管是外来客还是本地户，不管是高学
历、高职称还是学历不高的“土专家”“田秀才”，都应该予以充分尊重并大胆使用。外来的
人才有其突出的优势，很多本土人才的能力也毫不逊色，甚至一部分人的能力更强。 因
此，各地在“抢人大战”中，不能只顾给外来人才“贴金”，而忘了给自家田地“浇水”，最终
导致“孔雀东南飞”的尴尬局面。

餐饮业创新离不开
知识产权保护

李晓鸣

近日，国内知名西北菜餐厅“西贝莜
面村” 的商标诉讼引发一众食客热议，这
也是继“青花椒”商标案、“潼关肉夹馍”商
标案和“妃子笑”菜品著作权案后，餐饮行
业的又一热点知识产权侵权事件。

餐饮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之所
以牵动大众视线，主要在于餐饮行业与老
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是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领域。 餐饮
企业不时涉及知识产权诉讼，说明行业内
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餐饮企业已经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绝不是简单地向消费者提供生活必需品，
而是不断以新的创意向消费者传播餐饮
文化，期待通过消费者的价值认同来提高
效益。 那么，知识产权法应当如何助力和
保障餐饮行业的发展？ 换句话说，在运用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餐饮行业创新创
造成果时，有哪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从这些案例的处理结果可以看
出，餐饮行业的创新创造成果是被现行知
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的。餐饮行业在创新
创造的过程中，凝结了诸如商标、具有特
殊证明力的商业标识、餐具类专利、餐品
制作方法技术秘密等行业特有的知识产
权客体。餐饮企业基于上述被保护客体维
权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然而，“青花椒”
“潼关肉夹馍” 等商标侵权案件的最终解
决，也反映出知识产权法律的适度保护原
则，即法律并不支持以知识产权为名过度
占用公共资源， 并不鼓励知识产权人恃
“强”凌“弱”，毕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根
本落脚点是社会整体创新福祉的增加，是
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对于餐饮
企业来说，不能“躺平”在知识产权的“荣
誉证书”上，不断增强自身创新创造能力、
充分挖掘知识产权资源，才是企业保持行
业优势的根本出路。

其次，从这些侵权纠纷的处理过程来
看，应当加强对餐饮行业知识产权的行政
执法保护力度。由于餐饮消费市场一般具
有较强的地域性限制，企业创新成果最容
易被同地域的同行模仿，知识产权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通过联合执法活动，有效打击
包括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内的各种有损企
业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行
为。 当前，侵权诉讼虽然是解决纠纷的基
础路径，司法保护也在整个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行政执法迅速
制止侵权的优势不可替代。 当然，这也需
要执法者及时提高专业水平，增强对新型
知识成果权利类型、新型侵权行为的鉴别
能力。

再次，为避免餐饮行业过多涉入纠纷，
应当提升餐饮行业知识产权维权能力。 一
方面， 行业管理机关和行业协会等可以通
过培训、提供服务等形式，帮助餐饮企业提
升综合运用执法和司法资源的能力， 除了
就被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外， 还可以采用
行政举报、刑事报案、提交仲裁等方式定分
止争；另一方面，还要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知
识产权管理水平， 通过企业内部知识产权
标准化制度和流程的建设， 降低商业秘密
被窃取的风险， 且能够及时预警和快速处
置部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最后，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尊重
餐饮行业创新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文化。
餐饮行业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创新文
化的重要聚集地。 近年来，许多文化旅游
行业的经典力作都是餐饮企业首倡或主
要参与的，比如特定历史、地域主题的饮
食项目等。 这意味着，要想让老百姓从餐
饮行业的创新创造中持续获得优质的消
费体验，全社会应自觉维护餐饮行业的知
识产权，形成崇尚创新、反对抄袭的文化
氛围。 尤其是同行竞争者，可以适度借鉴
优秀企业的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培育发
展自己的新产品，而不是醉心于“山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
法治保障。 餐饮行业协会也要加强同行业
主管部门、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共同营造良性竞争、崇尚创
新的市场环境，这样餐饮行业才能有效依
托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环
境，持续开展创新创造活动，弘扬中华优
秀饮食文化。

孝心不应停留在节日里
鲁庸兴

5 月 14 日是母亲节， 尽管母亲节是
个舶来品，但契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情
感需求。 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可以看到
许多感动孝顺的画面：朋友圈，展示出各
种对母亲爱的表达；饭店里，陪着母亲吃
饭的一家人喜笑颜开；景点景区，以母亲
为中心的全家游，其乐融融……母亲节不
失为子女集中向母亲表达爱的良机，为母
亲奉上祝福、送上礼物，表达的是子女的
感恩之心。 百善孝为先，知恩感恩的社会
氛围实在让人欣慰。

世界上有一种爱，任你去索取，却从
不需报答， 这种爱叫母爱， 这个人叫母
亲。 其实，绝大多数母亲都是宽容的，她
们不会计较孩子是否送上一束康乃馨 ，
也不奢求赞美和褒扬， 她们认为最好的
礼物是与子女相聚， 拉拉家常， 谈谈工
作，说说生活。用一份真诚的孝心来慰藉
孤寂的心， 这也是每一个做子女最起码
的道义。

近年来，随着大力开展“孝亲敬老”活

动，“孝道”日益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懂得
感恩父母，孝敬老人。 可是，在实际的尽孝
过程中，很多人往往存在误区。 他们认为，
平时只要让父母衣食无忧，尽力满足他们
的物质需求，到了节日时再“恶补”一把，
就算尽到了孝心， 而对老人们的精神需
求，则往往用心不够。 他们总是有太多的
理由和借口， 推脱回家探望父母的责任，
“压力太大”“工作太忙” 成为最常用的托
词。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只要子女能回家
“刷刷筷子洗洗碗”、常打电话“拉拉家常
聊聊天”，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感恩是一种文明，是一种品德，更是
一种责任。 孝不是一次表达，需要长期的
坚持，并成为一种习惯。 让每天都成为母
亲的节日，是孝在当下的最好诠释。 古语
云：“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 ”
笔者常看到， 很多人在父母离世的时候，
才想到亏欠他们太多，但此时已晚，没了
补偿机会。 因此，“尽孝”应体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而不是靠过节“恶补”。

遏制耕地“非农化”须用硬措施
乔金亮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
生。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尤
其要压实地方责任， 以耕地保护为重点，
以农田建设为依托，综合管控型和建设型
举措，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农田就是农田。

近期，媒体报道了个别地方高标准农
田建设存在质量问题，农业农村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认真核查、严肃处理。 国家自
然资源督察机构也对部分土地违法违规
严重的地市开展了约谈。 这彰显了国家耕
地保护与建设的坚定决心， 也启示我们，
必须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

耕地保护乃“国之大者”。 据测算，要
稳定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量和油糖菜等
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作物播种面积要
达到 25 亿亩，以复种指数 1.3 计算，需要
至少 19 亿亩耕地， 而我国现有耕地为 19.
14 亿亩。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需求
将持续增长。考虑到后备耕地资源有限、不
稳定耕地退耕、发展建设占用等因素，扩大
播种面积增产的潜力已十分有限。同时，耕
地质量总体不高，局部区域退化明显，基础
地力较国外明显偏低， 通过提升耕地质量
提高单产则有较大空间。为此，亟需在守住

耕地红线基础上，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高标准农田建设包括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两大部分。截至 2022
年年底， 全国累计建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
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2%，超过七成
位于 13 个粮食主产省。 据评估，建成后的
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可增加 10%到
20%。在极端天气频发多发的情况下，近年
来我国农田受灾面积显著减少，2010 年至
2021 年的 12 年间， 每 3 年平均受灾面积
分别是 4.7 亿亩、3.9 亿亩、3.3 亿亩、2.6 亿
亩，高标准农田对抗灾减灾功不可没。

不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仍面临不少困
难。 一方面是建设任务重。 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 逐步把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至少需新建 5.46 亿
亩高标准农田。 同时，部分已建高标准农
田，由于建成年份较早、投入不高、自然损
毁等原因，已达不到旱涝保收要求，需逐
步开展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先
易后难实施，好建的地块都建了，剩下的
多在丘陵山地，位置偏远、分布零碎、土壤
瘠薄，是难啃的“硬骨头”。

另一方面是投入压力大。 农田建设既
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
内容，公益性强，一般以政府投入为主。 虽
然现在每年投入约上千亿元，但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年投入
80 亿个工（相当于 8000 亿元）相比，现行
投入严重不足。 据测算，如今全国亩均建
设成本约为 3000 元， 山地丘陵地区建设
成本则更高。 但是，各级政府亩均实际投
入仅占实际成本的一半，只有少数几个省
能达到亩均 3000 元的水平， 一些地区不
得不“量米下锅、急用先建”。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
生。 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绝非口号，农田建
设利国利民也并非虚言，这些都要落实在
具体行动中。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尤其要压实地方责任，以耕地保护
为重点，以农田建设为依托，综合管控型
和建设型举措，以长牙齿的措施，以零容
忍的态度，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具体来说，一要科学推进农田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和耕地地力提升并重， 新建与
改造提升并重，工程建设与管护利用并重，
优化区域布局，完善保障措施。二要探索多
元化投入机制，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创新
投融资模式，用好土地出让收益、新增耕地
指标调剂收益、专项债券等，加大政策性金
融资本投入。三要完善建后管护机制，明确
管护主体，探索引入保险机制、购买第三方
服务、委托专业机构等市场化方式。

发展夜经济得下大功夫
佘 颖

夜经济的本质，是要满足消费者在夜
间的消费需求，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夜经
济有长期存在的群众基础， 但一个夜市想
要办得长久，还需下一番功夫。 集便利、家
常、实惠于一身，卖一些吃得顺口的小吃，
提供亲民的价格，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今年，北京、上海、深圳、云南等地均
表态将允许摆摊经营， 有的地区还喊出了
要打造“24 小时不眠城区”。北京康华屯、西
安甘家寨、成都柳浪湾等夜市先火了起来。

啥叫夜经济？ 夜经济的本质，是要满
足消费者在夜间的消费需求，创造相应的
就业机会。

从去年开始，主打网红小吃 、咖啡和
“潮玩儿”的后备箱集市应运而生，一些年
轻人开着豪车卖咖啡创业。 现在的部分网
红夜市，正是后备箱集市的延续，恰巧适
应了这部分消费需求。 有人下了班想找个
地方逛逛，吃点新奇的，玩点不一样的。 还
有一些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饥肠辘辘，
只想吃碗热汤面回家睡觉；跟许久不见的
朋友聚会，想找个不那么贵的地方撸串喝
啤酒。 前两年，大量小餐馆停业歇业，小老
板们暂时没有能力租门面房恢复经营，有

些灵活就业者需要低成本的经营渠道。 发
展夜经济时，不应忽视这部分需求。

月下人间烟火味， 本应最抚凡人心。
但最近逛了几个夜市，感觉当前夜市离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些距离。 比如，位于北
京朝阳区王四营村的康华屯夜市远离市中
心，一个汉堡 48 元，一个淄博小饼夹三小
串肉、 几根葱 20 元， 一串大葱包烤肠 30
元，消费者反映这比景区、商场的美食街还
要贵。物价与商家定位有关，也跟摊位费比
较高有关： 康华屯夜市每日摊位费为 180
元至 300 多元不等，高于大多数早市。

夜经济比早市听起来时髦，有些地方
直接称夜经济为“深夜食堂”。 不过，夜经
济不是“贵”经济，也不等于网红经济。 它
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消费，一头连着老百姓
的就业。 老百姓盼望的夜经济，应该集便
利 、家常 、实惠于一身 ，最好离家门口不
远，溜溜达达就能到；卖一些吃得顺口的
面条、烤串、热粥、凉皮、馄饨，能抚慰劳累
一天的疲惫；结账时，价钱别太贵。 大多数
人不可能把每顿夜宵都变成网红打卡。

今年的早市、乡村大集特别火，3 元钱
的烧饼、6 元钱的蛋堡 、13 元一碗的羊杂

汤颇受追捧，说明老百姓需要有性价比的
消费场景。 早在 2020 年，淄博经开区就规
划了 12 个便民疏导点、早夜市分布点，并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一切水电费全免。 还
有报道称，2020 年成都率先允许临时占道
经营，2 个月时间增加就业岗位 8 万个，显
示出小摊位的大能量 。 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希望有更多地方政府、街道办能支持
夜市、早市融入便民生活服务圈，成为公
共服务的一部分， 提供更亲民的价格，得
到消费者认可，从而提供长期就业岗位。

夜经济有长期存在的群众基础，但一
个夜市想要办得长久， 还需下一番功夫。
目前， 多地夜市对商家是否为个体户、是
否持有健康证等资质缺乏硬性要求，存在
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很多商家没有明码
标价，不仅消费者体验感较差，也不符合
相关法规；有的夜市存在垃圾乱放、扰民
隐患，烟火气容易变成“脏乱弃”。 夜经济
就像一曲四手联弹的小夜曲：地方政府支
持，街道办等牵头组织，商家合规经营，消
费者积极参与， 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唯
有如此才能让夜色亮起来， 消费火起来，
共同奏响欢乐好声音。

暗藏套路
“0 基础就可以上岸”

“两科 3 万元， 不过全额退
款”……近年来，参加基金从
业人员资格考试的人员不断
增加， 由此引发了相关培训
热。虽然培训费动辄上万元，
但大量考生仍趋之若鹜。

然而，“新华视点” 记者
调查发现， 部分培训机构广
告宣称的“0 复习保过”服务
往往涉嫌诈骗，而“透题”或
帮助现场舞弊的行为则更可
能涉及违法犯罪。

新华社发 王 鹏 作

体育考试别依赖“神器”
苑广阔

“只要喝上一口就能体育考试及格 ，
考试成绩大幅提升……”网上有商家叫卖
所谓“体育考试神器”的饮品，宣称可在体
育测试中服用，无副作用。 但记者调查发
现，此类“体考神器”成分表中的咖啡因含
量是普通功能饮料的 18 倍。

很多人都知道，全国越来越多地方已
经把中考体育成绩纳入总分，同时部分具
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也在校考中增设体
育科目测试， 一些高校则规定大学生毕业
体测达标才发放毕业证。 这当然是一件好
事， 可以充分发挥中考和高考指挥棒的作
用，引导中小学生和大学生重视体育锻炼，
加强体育锻炼，从而切实提升身体素质。

然而，随着今年中考、高考的临近，网
络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体育考试神器”，
宣称可以在各种体育测试中服用。 按照商
家的宣传，只要购买和服用了他们的“体
考神器”，即便平时没有什么像样的锻炼，
考试也一定能够过关乃至得高分，同时还

没有什么副作用。
事实真的如此吗？ 媒体记者深入调查

发现，这些所谓的“体考神器”，其包含的
成分以咖啡因、牛磺酸、丙氨酸等为主，和
市面上的功能性饮料差不多，但可能为了
追求所谓的“效果”，其很多配料的含量大
大超过了市场上常见的功能性饮料，因此
存在安全风险和隐患。

按照营养学专家的说法，虽然咖啡因
有提神效果， 但青少年身体敏感度高，突
然服用过量的咖啡因很有可能造成身体
不适，影响成绩。 同时并没有研究明确表
明咖啡因、牛磺酸、丙氨酸存在提高身体机
能的效果。更进一步说，咖啡因是中枢神经
系统兴奋剂， 摄入过量会出现精神过度兴
奋的表现，出现肌肉震颤，严重时会出现肌
肉的抽搐，情绪上可能出现易怒、焦虑，还
会影响人的心脏功能，表现为心悸、心慌、
心跳加快。另外，咖啡因摄入过量还可能引
起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甚至导致消化

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等不良后果。
而实践也证明，很多青少年学生在服

用了“体考神器”之后，出现了身体酥麻、
耳根发热、胸闷等情况，这其实就是代谢
异常旺盛所引起的明显不适症状，再过多
摄入咖啡因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恶心呕
吐、睡眠紊乱、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甚至
中毒等更严重的后果。

教育部门和部分学校，之所以对学生
提出体育测试的要求，最根本的目的是引
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而
体育测试只是一种手段。 如果有学生希望
借助“体考神器”来实现过关的目的，先不
说能不能达成这样的愿望，这种以为有了
“体考神器” 就不用再进行体育锻炼的想
法就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教育部门和学
校出台体测政策的初衷。

不管是学生自己，还是家长、学校、老师，
都要加强对孩子的引导， 监督孩子在平时加
强锻炼，而不是寄希望于各种“体考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