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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滞销”
不是治霾庆功的前奏
毛建国

“随礼送一百”尴尬谁来解
司马童

2017年12月29日，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庆祝十五周年校庆，同时
成立校友会。不过如此隆重的活动既没有鲜花装点，也没有礼炮助威，整
个活动，大部分的经费都花在了给21名优秀老师发24K金牌上，这一项
的支出为4万多元。其他方面则非常节俭，如请校友们在食堂吃盒饭，每
份的标准为30元。这次活动也因此被大伙戏称为“史上最抠门校庆”。

1月3日《楚天都市报》

国内绝大多数的高校，在建校年数逢整十整百，尤其是建校10年、50
年、100年等特殊年份的时候，都会举行盛大的校庆活动。客观而言，举办
校庆活动的意义也有很多，比如可以增加在校学生和毕业校友的凝聚力、
自豪感、归属感；比如可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力，有利于今后的招生工作；再
比如还可以借此机会和毕业校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等等。尤其是那些
毕业以后功成名就的校友，也可以借此机会回馈母校，进行捐款、设立奖
学金、教育基金等等。

然而在国内高校的校庆活动中，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引发了社会各
界的质疑和争议，比如一些学校的校庆活动过于追求隆重、讲究排场和到
场人物职位，活动要选高档场所，吃饭住宿要在五星级酒店，最终导致校
庆花费巨大。甚至有个别高校，为了解决校庆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强行要
求在校学生捐款，或者是采取各种明里暗里的方式，在返校参加校庆的校
友当中进行募捐。

而武汉科技大学作为一所比较年轻的高校，其十五周年校庆活动，就
显得低调、内敛了很多，也赢得了包括在校生、毕业校友以及社会各界的
一致肯定。武汉科技大学的校庆活动，既没有鲜花装点，也没有礼炮助
威，甚至返校校友们的吃饭问题，也是在学校食堂吃盒饭解决的，每人的
标准是30元。然而，学校校庆活动在这些外在形式上十分抠门，但是在奖
励优秀教师上却又十分大方，大部分的校庆经费，都花在了给21名优秀老
师颁发的金质奖牌上。

“最抠门”校庆最值得点赞，正如有该校校友所说，在食堂吃盒饭，虽
然朴实，却重温了大学生活。而大家吃完饭后，租辆共享单车在校园内骑
行，找找当年上学的感觉，和以前的老师聊聊天，谈谈心，也就实现了参加
校庆活动的最大意义。与此同时，把有限的校庆经费用在重奖优秀教师
上，更加符合校庆的本义，因为一所学校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成
果的产出，最终依赖的还是优秀的教师和教授们，没有他们的付出，校庆
又有何可“庆”，所“庆”为何呢？

所以说，“最抠门”校庆是值得国内高校反思、借鉴与学习的。

2017年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蓝天天数明显增多。受此影响，防
雾霾口罩和空气净化器销售遇冷，部分口罩经销商想亏本套现，却无人接
手。虽然对于防霾物品的销量变化多数生产商并不愿直接回答，但从不
少现象和细节之中仍可一探端倪。 1月3日 中新网

蓝天天数明显增多显然是好事，如果防雾霾口罩滞销得到大数据证
明，也确实是由于蓝天天数增多引起的，也不是什么坏事。最怕的是，因
为看到了“口罩滞销”，从而产生了庆功的想法，进而有了懈怠。

在“天帮忙”和“人努力”之间，很难区分谁更重要，有时也没有必要进
行区分。就当前的空气情况来说，两者缺一不可。取得好势头不容易，把
好势头巩固和发展下去更不容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已然提出了现实要求，也决定了治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想要
巩固和发展好势头，还得从“天帮忙人努力”上入手。“天帮忙”虽然是想要
的，但在事实上却不可控。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老天不帮忙”，还能迎
来赏心悦目的蓝天吗？防雾霾口罩还会失去使用价值吗？答案是沉重
的，我们也不能把空气质量改善的希望寄在老天身上。真要把命运的咽
喉交给老天，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这一背景下，更需要“人努力”。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不仅已经没有维护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有形空
间，而且已经失去了维护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心理空间。人民有着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民生之一，是人们心
中的“操心事、烦心事”。如果这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势必影响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这也决定了，推进环境治理、改进空气质量，只能不断做
加法，而不能做任何减法。体现在蓝天天数上，只能不断增加，绝对不能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如果说“口罩滞销”证明了空气质量的改善，而

空气质量的改善证明了“人努力”，那么现在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持续奋斗。
从这个意义上说，“口罩滞销”不是治霾庆功的理由，更不是治霾庆功的前
奏。面对当前来之不易的蓝天，如果开始沾沾自喜，准备庆功庆祝，甚至有了
鸣锣收兵甚至见好就收的想法，那么等待的只能是悲剧。治霾还要努力，远
没到庆功的时候。

近日，一篇关于“雪乡宰客”的文章引发网
友关注。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地区旅游局局长刘
忠才表示，经查，文章中提到的赵家大院确实存
在价格欺诈行为，按照规定已对其处罚5.9万余
元，同时发现赵家大院在卫生及消防方面也存
在问题，已责令其限期整改。 今日本报17版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对于旅游乱象，仅事后
罚款是治表不治本之举，因为罚款数目远远少于
宰客所得。不信，我们不妨走着瞧。 王铎 画

网友@燕领近日发帖称，毕业后在宁波工作，有一个
很要好的同事，上个月底结婚被邀参加婚礼，由于对当地
风俗不了解，自己老家那边结婚一般就随个10元、20元
的份子，所以这次就随了100元，但是在现场看到三四千
元一桌的酒席时，有点傻眼了……尴尬之余，更担心同事
对自己会有“占便宜”的看法。 1月3日《现代快报》

笔者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来是人情去是债”；更有夸
张一点的说法称，“人情逼如债，砸锅当铁卖”。前人为何

“总结”了这样的随礼老话，我看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内心
感受的真实写照。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准确实普遍提
高和改善了，但说到婚丧嫁娶的礼尚往来，则也一直在感
叹不堪负担——名目繁多的“红色催款单”，真的已让许
多工薪阶层挣了“面子”、破了“里子”，却又为风气所累而
苦不堪言。

“随礼送一百”，尴尬谁来解？送礼道贺的初衷，应该
是“你我都轻松”。比如新加坡，不仅是公务人员及其子
女，在这方面必须严守只可“意思意思”、不准逾规越矩的
清廉自律标准，即使是普通民众，也都遵循一个“尽到意
思”的馈赠原则。所以，潜移默化之下，新加坡已形成风
气，赴宴送礼若显得过于大方或“土豪”，非但不被艳羡，
还会招人侧目。故而，我国广东等地，人们去喝喜酒，红
包会被主人硬塞回来，因为代代相传的风俗是至亲的才
收红包，请客只在乎客人能到来，同样屡屡被网友点赞。

实话实说，就内心来讲，有多少人不期待着“随礼送
一百”。毕竟，今天收下了别人的厚重红包，到了将来，还
不得“连本带利”地逐一还出去？现实中，有些人揶揄送
百元红包者“也好意思去赴宴”，无非是想到了自己过去
送出的多，这样一来下步“回收”势必要变少了。当然，改
变风气会造成“现实损失”，但回头再想，倘若人人都抱着
一种“持平”或“盈余”的收礼心态，回归送礼道贺的初衷
本意，岂不是遥遥无期？

“随礼送一百”不是尴尬是新风。除了政府部门和公
职人员的率先垂范，再将“百元送礼”作为“企业文化”、

“社区文化”等文明风尚，着力营造重礼金羞于示人的社
会氛围，就更显得至关重要了。

“最抠门”校庆最值得点赞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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