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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三江热议

酒席乱象何时“休”
朱惠珍

春节前后，酒席乱象话题再次
引发热议。有网友吐槽回乡一个
月吃了不少于 20 场酒席，最多一
天吃了 6 场酒席，吃酒席吃到麻
木，规定不能乱办，但他们想办法
办。

“一场人情一月薪，一桌酒宴
三分弃”，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越来越好，各种巧立名目的酒席如
雨后春笋冒出，排场越来越大、聚
会愈来愈频、菜肴越来越贵，原本
应是亲情、友情的温情相聚，成了
敛财酒席、攀比酒席、炫富酒席，失
去了酒席的本义。尽管中央和地
方政府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开展专
项整治，但为何这些不良风气仍然
在一些地区盛行呢？这背后的原
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要理解这背后有三
种心态作祟：

第一种“抢”的心态。表现为
抢名和抢利。在一些地方，有的人
通过大操大办来展示自己的地位
和财富，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
重，内心得到极大满足。这种心态
导致了盲目攀比和浪费现象的盛
行。

第二种“从”的心态。表现为
盲从和随从。一分部人受刻在骨
子里观念的影响，认为婚丧嫁娶等
事宜有着特殊的意义，必须按照一
定的习俗来办理，否则会带来不吉
利。这种盲从的心态使得一些人
即使不认同大操大办的做法，也会
随波逐流地参与其中。

第三种“囧”的心态。表现为

一种无奈和尴尬。有一部分人已
经麻木了，频繁办酒已成为了一种
习惯，甚至是一种社会压力。即使
有的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也会被
社会歧视或排斥而导致失败。比
如：“酒席撒盐”事件中，基层干部
苦口婆心劝，当事人不但不认同还
相当排斥。

近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公
布冲上热搜，其中第23条：持续推
进农村移风易俗。鼓励各地利用
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
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
农村人情负担。完善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
倡导性标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
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深读细品一号文件精神，笔者
认为治理酒席乱象切莫图省事一
刀切，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因地
制宜、因人制宜、对症下药：

一是坚持“法治”，严管“第一
种心态”。加快立法立规，制定和
完善举办酒席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规定酒席的规模、形式、礼仪等方
面的要求，为治理酒席乱象提供法
律保障。如，北京市出台《北京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文明节
俭操办婚丧祭贺等事宜。严肃党
纪党规，将治理酒席乱象纳入党员
日常管理工作，督促党员、干部自
觉抵制超标准、超规模的酒席和人
情往来，为群众作表率。如，浙江
省象山县出台《党员、干部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若干规定》，明确规定
党员干部操办酒席出席人数控制

在 300 人以内，餐次为一餐，不得
收受非亲人员礼金、礼品。该规定
从2016年实施至今，严肃处理了8
起党员干部违规办酒席，查处一
案、通报一起、警示一片。

二是要倡导“德治”，引导“第
二种心态”。成立以新乡贤、企业
家、种养殖大户、大学生、老娘舅等
为主体的道德评议团，运用“道德
评议会”“道德法庭”“聊天长廊”等
载体，对烂办酒席、高额礼金等不
文明现象进行劝导，带头引导群众
转变观念、纠正酒席乱象错误。设
立乡风文明榜，实施正向激励与反
向曝光，以“榜”塑人心、立规矩、促
德治，推动树立正确的办酒观。

三是要发挥“自治”，纾解“第
三种心态”。督促指导村（社）开展
村规民约修订，明确告诉群众提倡
什么、反对什么，酒席等应该怎么
操作、不该做什么。用好文化礼
堂、家宴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综
合服务设施，为群众举办酒席提供
便利的场地，对文明节俭办酒的一
律减免场地使用费用。推广高性
价菜谱，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
既顾“面子”又有“里子”的实惠型
菜谱，方便群众盲选。如，宁波市
创新推出“四季菜单”，每个季节推
荐4个婚丧宴农家菜单，费用从每
桌2000元-3000元，降到了800元
以下，办酒成本降低了 60%以上，
极大减轻村民操办酒席的经济压
力，受到当地老百姓一致好评，节
约下来的是金钱，保留下来的是真
情。

“刚下火车，就有人送我礼物。
大红色的礼包很喜庆，预示着今年
我在宁波一定红红火火！”2月 18
日，在铁路宁波站“奔甬而来 宁波
欢迎你”的活动现场，从内蒙古回来
的陈大哥拿到“返岗礼包”既感意
外，又很开心。

2月20日《宁波日报》

外来人员返岗，刚到车站站台，
就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同时还送上
了“返岗礼包”，被真情包围、被温柔
以待的外来人员当然会是感动不已
的。其实，“返岗礼包”里装着的也
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不过是一些
地方美食，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比
如口罩、湿巾、地铁乘车券等。

但是，“返岗礼包”装着的可不
仅仅是口罩、丝巾、地铁乘车券。“返
岗礼包”装着的是一个城市对外来
人员的关心、关爱、关注。大家在意
的不是“返岗礼包”里装着的东西到
底值多少钱，大家在意的是自己被
一个城市的温柔以待。我们从几位
来宁波务工人员的表达里，就能读
懂“返岗礼包”之外的意义：

小刘是大四的学生，正月初九
他就回宁波了。他说：“我赶着回实
习单位。这个礼包对于我来说，有
着不一样的意义。我喜欢宁波，毕
业后我想留在宁波。”

胡女士以前在广东工作，她是
第一次来宁波，接到“礼包”她说：

“谢谢你们的小礼物，我被感动到
了。”

你对务工人员有多好，务工人
员就会对城市有多好。这就是被认
同之后的“融入感”“家园感”。当城
市善待外来人员的时候，就会让外
来人员忘记了哪里是“第一故乡”，
哪里是“第二故乡”，两个“故乡”都
成了无法别离的“第一故乡”。

眼下，各地城市都在想法留住
人才、争夺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
实际上更应该是“得人心者得天
下”。我们的城市发展需要留住人
才，而留住人才，需要的是“用薪”需
要的也是“用心”。城市的心里装着
外来人员，外来人员心里就会装着
务工的城市。

在车站迎接外来人员，为外来
人员发放“返岗礼包”，这是真正的
礼轻情意重。很显然，感动外来人
员的并不是一个“返岗礼包”，而是

“返岗礼包”里装着的“被温柔以
待”！

“来自河南的酸辣菜、红薯干、
芝麻叶”“纯手工农家自制四川腊
肠”“台州临海垂面”“自家种的大
白菜、大头菜”……这两天，走进浙
江宁波市鄞州区香悦花苑小区的

“悦空间”，最显眼的是地上摆放的
一排包装盒，上面还贴着手写或打
印的标签。这些“后备箱家乡味”，
是小区邻居们互相“投喂”的共享
美食。 今日本报A06版

返程时后备箱里满满当当的
食物，不仅见证了父母亲人的舍得
与慷慨，也承载着亲缘关系的厚爱
与深情。不论是自家种的蔬菜，还
是父母亲人亲手制作的美食，抑或

在家乡购买的当地土特产，透过
“后备箱家乡味”这面镜子，我们可
以更多地发现和捕捉城市与乡村、
现代与传统、现实与乡愁之间的关
系与情感。

凝聚着父母亲人心血与情感
的“后备箱家乡味”，既有情感厚
度，也有乡愁温度。父母亲人对年
轻人无穷的牵挂和无尽的关爱，

“后备箱家乡味”只是一个缩影。
在通常情况下，“后备箱家乡味”由
自家享用，有些人也会分享一些给
亲戚朋友；清新而稀缺的“共享后
备箱家乡味”，让邻居们共享来自
五湖四海的家乡风味。

“共享后备箱家乡味”不仅有

助于减少食物浪费，也有助于让居
民们品尝丰富多彩的特色美食。
沉甸甸的“后备箱家乡味”，难免会
产生食物过剩和变质的问题；通过
和邻居们共享，能够让“后备箱家
乡味”物尽其用。

“共享后备箱家乡味”作为一
个社会联结的纽带，还有助于促进
邻里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邻里之
间互相投喂美食，有助于联络邻里
感情、增加邻里互动，让居民们感
受到来自邻居的善意和温暖。从
这个角度上说，“共享后备箱家乡
味”不仅让居民们得到了舌尖上的
满足，也让他们感受到新型邻里关
系的人情味。

“共享后备箱家乡味”
用交往和互动优化邻里关系

杨朝清

街谈巷议

“在车站迎接打工人”
打动人的是温柔以待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