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 年 2 月，彭守珉入伍，
196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的日子，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条件都比较艰苦。

“我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副营
长、营长，直到后来的梅林湾农场场
长，虽然不至于像红军长征路上那
样挨饿，但当时粮食还是紧张的。”
彭守珉说。

1965年发生的一件事，彭守珉
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天，副连长突然让全连紧
急集合，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副
连长弯腰从猪饲料桶里捡起了半个
包子皮，就往嘴里放。

战士们一下子惊呆了，还没缓
过神来，副连长便解释了来由。

原来，有一名战士把包子里的
馅料吃了，却把半个包子皮扔进了
猪饲料桶，这事儿被副连长知道后，
就把大伙儿叫起来，用实际行动教
育大家，务必要节约粮食。

“自从那次之后，我们建立了值
班制度，每天值班的人都负责检查
有没有人浪费粮食，猪饲料桶里有
没有被扔掉的粮食。每周还会开一
次讲评会，如果存在这个现象，那么
就在讲评会上指名道姓地讲，哪个
班、哪个排，都被指出来，后来每年有
新兵入伍，这个故事都会被大家讲出
来分享，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同志。”彭
守珉回忆道，不过自从那次的事情发
生后，他在部队里基本没遇到浪费粮
食的事情。

副连长吃了丢进猪饲料桶里的包子皮
全连同志深受教育

制止餐饮浪费
使用公筷公勺
系列报道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为

进一步推进落实《浙江省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行

动方案》，持续推动从源头

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在

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

使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理念深入人心，使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成为我市的新名片，即日

起，宁波市文明办、宁波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宁波

晚报，推出“制止餐饮浪

费”“使用公筷公勺”系列

报道。

近期，宁波晚报记者

将走近老战士、老专家、老

劳模等群体，听他们讲述

关于节约粮食的故事，宁

波晚报、甬上APP 将开设

专题，与大家一起分享他

们的故事，养成珍惜粮食、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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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农场场长的78岁老战士深知粮食来之不易

“对于我们来说，
米饭是一粒都不舍得浪费的”

你了解个人贷款吗？申请个人贷款
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违法贷款常用

“套路”有哪些？为此，记者采访了交通
银行宁波分行。

个人贷款又称零售贷款业务，是指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向符合贷款条件的
自然人发放的本币或外币贷款，一般用
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梳理了违法贷款
的常用“套路”。

利率低。以低利率吸引金融消费
者，但是实际利率远远比展示利率高，往
往还会加收“管理费”“手续费”等。利用
金融消费者辨别能力不足混淆概念，如
故意展示日利率、月利率，不宣传年利
率，导致消费者真正贷到款时，才发现真

实利率比自己想象的高很多。
放款快。承诺“30 分钟”或者更短

时间放款，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实现在
短时间放款。

黑户贷。宣称可以帮金融消费者删
除或者更改不良征信记录，但是需要包
装资料，费用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征信
报告不可随意修改，所谓的包装是为金
融消费者推荐高利贷。

砍头息。给借款者放贷时先从本金
里扣除一部分钱。比如出借人给借款人
10万元，但在付款时直接扣除2万元利
息或服务费，借款人实际到账8万元，而
借款合同或协议却是10万元，即借据或
合同记载的数额大于实际借款的数额。

包办大额卡。宣称可代办大额信用

卡或购物卡，诱导金融消费者先交费，事
实上根本办不下来。

骗取个人信息。名为办理贷款需要
收集身份资料，实为收集金融消费者信
息用于非法用途。

骗取违约金。签订隐秘条款故意导
致金融消费者单方违约，要求金融消费
者支付违约金。

暴力催收。通过暴力、恐吓、侮辱、
诽谤、骚扰等方式催收贷款。

办理贷款时，要关心哪些贷款要素，
注意哪些陷阱？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提醒，一是贷款
利率“货比三家”，不同机构间贷款利率
报价并不完全一致，同等条件下选择利
率最优惠的机构。二是理性选择、量力

而行。贷款期限选择要根据自己能承担
的还款能力而定。三是还款方式、提前
还款条件等细节问题了解清楚，并仔细
核对合同条款。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申请个人贷款
一定要核实贷款机构资质，要在正规金
融机构贷款，贷款用途要真实合法，同时
理性选择、量力而行、仔细甄别，切忌因
贪小便宜落入金融陷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龚高洋 韩庆江 郑波

谨防违法个人贷款“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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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天的供应量是一斤半
大米、0.42元伙食费，荤菜比较少，鱼
肉蛋很少见，早餐一般弄些咸菜，而
且部队的粮食经常超支，需要上级单
位补给……”回顾当初，彭守珉说，现
在的生活真的非常好了。

彭守珉说，1978年 9月，时任
营长的他奉命带领部队，对被称为

“浙江西伯利亚”的梅林湾荒地进行
开发生产，一干就是几十年，硬是把

8000亩盐碱地和芦苇地变成了水
稻田，把昔日的荒废地变成了“黄金
屋”。

那段日子里，他从最初的“外
行”，一步步学习，到最后成了高级
农业经济师，在这个过程中，他体验
到了种植水稻的不易——

进种、平地、施肥、除草、治虫
……飞机播种后，还要结合考虑气
候、风向等因素，再进行人工补播。

粮食经常超支，需要补给
在农场体验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如今外出就餐，每次点菜，彭守
珉都习惯少点一些，不够了再加。

“请人吃饭，不可以太小气，但
也要适可而止，我又不怕难为情，
所以每次吃剩的菜我都会打包带回
来，下一顿热一热，热透了再吃。”彭
守珉说，他觉得，讲排场点菜是最
要不得的，那不是待人客气，而是
铺张浪费。

“我是从当年困难时期走过来
的，在部队修公路的时候，用手打坑
道、隧道，把水泥背到山上去，这

些体力活都需要吃饱饭，所以对我
们来说，米饭是一粒都不舍得浪费
的，这样的作风，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了。”他笑道。

采访中，他还提了一个建议，希
望宾馆饭店等餐饮企业能建立督查
制度，专门配备一人，查看店内有没
有浪费粮食的顾客，遇到没有光盘
的顾客，可以提醒对方打包带走。

“如果做到这一步了，应该能减少餐
饮浪费的现象。”彭守珉说。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彭媛

节约粮食的作风延续至今
他建议餐饮店配备专人检查浪费现象

宁波市军休一中心军休

干部，78 岁的彭守珉，是原

舟嵊守备区梅林湾农场场

长、高级农业经济师。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彭老

滔滔不绝，在一段讲述中，重

温了他在部队的一些经历。

彭守珉近照
记者 崔引 摄

▲彭守珉过去的照片
记者 崔引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