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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要求孩子每天生吃大蒜
顶：吃蒜抑菌好处多 踩：大蒜会伤孩子胃

! ! ! !日前，有网友在西祠胡同发帖
称，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每天都要
吃生大蒜，结果造成了厌食、呕吐、
拉肚子等不良反应。即便这样，幼儿
园的保健老师依然坚持蒜能杀菌，
一定要孩子继续吃。
记者了解到，南京有不少幼儿

园让孩子吃大蒜，其中有的幼儿园
更是坚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有的
幼儿园只是在流行病高发期才要求
孩子吃。记者为此探访了南京几家
幼儿园以及儿保专家。

家长热议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发帖人 !"#$%&' 在文中说，上

幼儿园的女儿从周一开始，每天早
上都要吃一瓣生的糖醋大蒜，但孩
子吃过蒜，晚上回来就不吃饭了，
“吃了奶到半夜里还吐了，一连几天
都不怎么吃东西，继续吐，还一直闹

肚子疼”。她跟保健老师说了孩子的
情况，并试探性地问能不能不让孩
子吃了。保健老师的回答让她很是
郁闷，“那更要吃了，这个是一定要
吃的。”结果，小女孩继续吃，继续
吐，继续拉稀。最后医生给出的诊断
结果是：消化不良或者是着凉引起
的，生大蒜刺激肠胃，不能多吃，最

好不吃。“可是幼儿园也很坚定，一
定要吃，真是郁闷！”
这个网帖马上引发了众多年轻

妈妈的热烈讨论。网友 ()'*&*说“蒜
头是好东西啊，我们家宝宝咳嗽的
时候就是用这个来消炎呢，一般轻
微的，吃吃蒜头就好了，不用吃药
的。”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有的

网友表示不可思议，“典妈”告诉记
者自己的宝宝在一家省级公办幼儿
园都没有这样的要求。

!最牛幼儿园"

已经坚持吃蒜60年
记者多方联系到了据称是南京

有最长吃蒜历史的三八保育院。“这

个幼儿园 +,-.年创立于山东，+,/+
年迁到南京就开始给孩子吃蒜。”保
育院的王院长告诉记者，至今已经
有 01年了。“每天的早餐后，我们会
给孩子一小瓣”，她说，孩子都是在
吃完稀饭或者牛奶之后，才会吃蒜，
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减少灼热辛辣的
刺激。“食补比药补的效果要好得

多，大蒜在抗菌方面好像有神秘的
功效，特别是在病菌多的季节，会更
注意给孩子吃蒜。”

为了让孩子能更好地接受大
蒜，幼儿园的托班特意设计了“大蒜
宝宝”这节课。“老师会生动地向孩
子介绍蒜瓣的好处，消除他们的排
斥心理，”王院长说比起家长自己在

家里哄孩子吃蒜，集体教学的效果
会好得多。对于胃肠太娇弱的，或者
吃得实在厌的，家长跟老师及时沟
通，幼儿园不会强迫孩子吃的。

儿保机构
没有统一硬性规定
记者随后联系到南京市妇幼保

健院，该院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负责管
理指导全市幼儿园的营养膳食。参与
此项工作的儿童保健科副主任李希
翎医生介绍：“很多幼儿园在季节变
化特别是在病毒高发季给孩子吃生
蒜，这是有益的，蒜本来就有杀菌功
效”不能因为一两个孩子的不良反
应，就认定老师提倡吃蒜是错的。。
对于胃肠道消化很弱的孩子，老师
应该区别对待，“孩子都有个体差
异，老师也不会对所有的孩子都强
制统一要求。”
至于有的家长怀疑大蒜的作用，

李主任说，大蒜毕竟不是药物，并不
能说吃蒜就能保证孩子不会接触病
毒，不会生病。而对于有的网友推测南
京市幼儿园可能是在统一要求下才要
求孩子吃蒜的，李主任说，这并不是
他们的统一指标，“我们只要求幼儿
饮食当中必须含有什么营养素，并不
指定具体食物。”扬子晚报 !陈 婧"

国土部官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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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京报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
到期后，如何自动续期尚无明确规
定，是否会影响一些人的以房养老
计划？国土部官员认为，不会影响。
《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期期满后怎么办，只有四个字
“自动续期”。这让不少人担忧，以
目前普遍的 21年使用期为例，21
年后续期是否需要交钱、如果交钱
交多少、怎么交这些具体问题目前
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更让有以房养

老想法的人心存顾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昨

日表示，虽然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但他认为不会影响到有以房养老
想法的人的计划。不过他亦表示，
第一批 21年的虽然没到，但不远
了。他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不
过他亦直言，这不是一个部门能说
得了的，“不是国土部说了算，也不
是财政部或者法工委说了算，而应
当整体研究。” !杨华云"

绵阳市政府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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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近日，一
张“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
在微博中热传，网友质疑：对于受
地震灾害破坏的北川老县城，作为
人们缅怀纪念的遗址，是否应该收
费？绵阳市委、市政府明确表示，
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作为“/·+3”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三基地一窗
口”、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绝不
允许乱收费行为发生。

记者从绵阳市新闻办获悉，网
友微博质疑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收
费一事，已引起绵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并迅速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成立市级分管领导为组

长的调查组，对问题进行彻底调
查。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不论涉及
到谁，都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二是
进一步加强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的
管理，确保纪念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三是广泛听取广大网民对北川老县
城地震遗址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市委、市政府还通过记者向网民

对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管理和服务
工作的关心、关注和监督表示感谢。

提振信心比敦促消费更迫切
与其煞费苦心“拉动内需”，不如藏富于民让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 !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和中国人

民银行联合出台意见推进 %十二五&

扩大消费'商务部计划从明年开始每

年确定一个月为%消费促进月&#在全

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以%扩消费$促发

展$惠民生&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消费促进月&#听起来是个不错

的主意( 倘若公共财政拿出钱来补

贴#促使商品降价#更是皆大欢喜(近

年来#从%黄金周&%家电下乡&%汽车

下乡&等等#为了拉动内需#管理层可

谓煞费苦心#结果却差强人意#而%消

费促进月&可期指数又有多高)

从 #$$#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

一直在上升#到 #$$%年#我国的储

蓄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的

)*+#占当年全球储蓄的 #,+*另一

方面#居民消费与 &'(之比又一路

下滑#至目前 -.+左右(而美国的居

民消费与 &'(之比为 /$+左右#欧

洲和日本则在 )$+以上(

即使在 0(1高位运行!,月份就

达 .2#+"# 存 *万元钱一年要损失几

百元钱的情形下#很多人仍然愿意把

钱存到银行( 当然#即使不想存钱贬

值#现实生活中也难以找到跑赢 0(1

的投资渠道( 中国人爱存钱#宁愿借

给别人花!购买外国国债"#也不敢自

己花#很让外人纳闷( 美国+纽约时

报,的分析文章甚至认为#%中国的高

储蓄源于对饥荒的记忆&(

%饥荒记忆&当然是主观臆断#

国人的储蓄偏好#除了有一点点%积

谷防饥&的传统基因之外#更多的源

自现实的考量(公众敢于消费#甚至

提前消费# 户头里有没有钱不是关

键# 关键在于有没有对未来---经

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保障

水平等的信心(有信心就敢花钱#寅

吃卯粮也无所谓#否则#怎敢当%月

光族&甚至%负翁&) 虽然#国家财政

收入连年以 -$+以上的速度增长#

但公众依然倍感压力( 养老.教育.

医疗.住房.生活//样样压得公众

喘不过气来( 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

前景未明# 增加了公众对未来的忧

虑#有钱也不敢乱花(

此等情势#%降低国内储蓄率.

提高消费率& 这道多元多次方程式

要如何求解)以供应刺激需求.拉动

内需固然是一种经济学方法# 但光

靠这样的%鸡血针&显然远远不够(

破解这道方程#除了经济学#还要用

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等等(

提高消费# 政府首先要让利于

民. 藏富于民# 让公众手头有钱可

花#同时还要加快保障体系建设#解

决公众后顾之忧#让公众有钱敢花(

如提高个税起征点. 降低劳动收入

的税率以及增加工资等* 有意识地

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

加大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投

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加快推进社

保体制的建设和改革# 让公众对未

来有确定的预期#等等(

广州日报 !练洪洋"

! ! ! ! 无论 !逃离北上广" 还是

!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

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

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

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

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

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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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北上广”凸现
二三线城市不适应症

! ! ! !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
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
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文化生活太单调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

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
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
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
很多，但真正吸引
她的却是东莞这家
企业“提供食宿”的
福利。
“你不知道在

广州租房子有多
难！租金与楼价一
样急剧飙升，在公司 /公里范围内
根本找不到 3111元以下一室一厅
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
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
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
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
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
面包填肚子。

但真正到了东莞，曾静却感到
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 -人一间的
集体宿舍，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
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
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
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
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
也要呆在食堂……

而且，30岁的曾静已经到了谈
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
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
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
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
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

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 +1月曾静又回

到了广州，继续辛苦打拼。但和一年
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
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

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
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
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
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
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
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
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

人情社会难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

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
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

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想当初，张超离开广州回湖南

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
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

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
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
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
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
/111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
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正
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
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
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
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
下代理合同。
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张超说，“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

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
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
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
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

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到了内地，

“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张
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
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
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
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

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
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
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
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
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

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
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
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

府部门办手续，折
腾了半个月也没动
静。最后还是在叔
叔带领下，通过朋
友找到相关部门的
负责人，请客、吃
饭、送礼、说好话，

两天就搞定了。
“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

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
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
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
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
上。”赵文说。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大城市与小城市，到底选择哪

儿？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
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
活得更幸福。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

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
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
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
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
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
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
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人民日报 ! 崔鹏 李刚 谢卫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