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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某种意义讲，爱心的形式
化、集中化所导致的折腾，还是慈善素
养不足，整体上处于粗放化的原因所
致。欲求精准必须科学，欲要合理应
心存敬畏。慈善是一门学问，是一种
责任，更是一种素养。只有基于尊重、
怜悯与呵护，才会注重方法，讲求方
式，而少一点个人主观，多一些换位思
考。从现状看，这种不足与差距，表现
于个体，根子在体系，从整体到个体都
存在相似与相同的短板。也正是长期

以来，倡导并形成的“重形式而轻内
涵”，才使得慈善文化少了一点人文基
因，缺了一点科学要求，先天不足而导
致粗放式发展。

物极必反，慈善与爱心在于心，其
次才重于行。没有用心的考虑，换位
的思考，就难以用情的付出。其结果，
不但无以培植爱心，激发善念，而是折
腾与伤害，并最终危及道德底线与群
体信任，而井喷式爱心，也会成为社会
肤浅的隐喻。 （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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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经济开学经济””更要经济开学更要经济开学

□邓海建

“无事酒”久治难绝，说到底不是
酒出了问题，而是人闲得太过无事。
无事喝两杯、闲着整桌菜，这才是问题
的根源。

一年 200 次左右的酒宴，四五万

块钱的份子钱。这些数字里，最值得
反思的，也许未必是倾家荡产去赴宴
的金钱，而是比之更宝贵的时间。一
年 365 天，倒有大半时间不是在酒席
上、就是奔走在赴宴的路上，那么还有
多少时间在务农做工？如果全村、全
县如此，地方经济生态能健康吗？如
果这些根子性问题能得以解决，各家

各户忙创业、各村各镇创新忙，哪里还
有时间和心思想着办酒宴收钱？

有两个最基本的道理，也是最容易
被大家所忽略。一则，风俗之根本，在
于物质发展水平。所谓仓禀实而知礼
节，民风民俗的嬗变，有赖于地方经济
格局的改观，仅仅靠呼吁或者道德谴
责，很难让文明与文化从天上掉到地

上。二则，现实而言，“无事酒”成为顽
疾的地方，往往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在禁酒的同时，似乎也有必要问问，为
什么一年 200 次左右的“无事酒”，几乎
很少发生在北上广或沿海城乡？

无事则生非，无事则摆酒，把“事”的
问题解决好了，日子有奔头，生活有指望，

“酒瘾”也许才能真的戒了。 （据新华网）

不仅是风俗问题2观点

□谭铁安

常言道，人情如扯锯，你不来我不
去。而如今，人情如放债，放出去没有
收回来，也显得亏了；接受了人家的人
情，你不找个事儿还了，就是欠了人家
的。如此这般，操办“无事酒”就成了
理所当然，成了一种风气，继而也就成

了一种负担，一种让人心照不宣、心口
不一的应付式为难。

重庆老谢这一纸“拒绝无事酒”的
告示，意义就在于其有“振臂一呼应者
云集”般的号召力。说到底，现在人们
对“无事酒”并没有太多的兴趣，“无事
酒”也失去了本来应有之意义。大家
都明白，酒之所以为“无事”，说明本来
就不是个事。而那些热衷于“无事酒”

者，就是一些“好事者”，弄出了一些不
像事的事儿来，耗费钱财，增加压力，
甚至将人压得直不起腰，是一种不折
不扣的陋习。这种陋习，本质上还曲
解了感情，庸俗化了人情，滋生了攀比
之风，损害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如何将人们从“无事酒”的枷锁中
解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基于此，作为规范社会风气的公共部

门应该主动站出来，认真分析“拒绝无
事酒”告示背后的社会状态，依托基层
社会管理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符合
地方社会现实和风物人情的行为规
范，引导人们建立和崇尚良好的社会
风尚。而作为公众也应该看到，树立
新风，人人有责，要自觉抵制陈规陋
习，弘扬文明新风，以形成正常的良好
的社会人际关系。 （据红网）

“无事酒”中真“有事”1观点

□肖擎

老话讲，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
来，和睦邻里，活络人际关系，凝结文化
传统，是原本正常的生活景象。但礼尚
往来搞成恶性循环、和睦邻里变成沉重
负担，这就脱离了传统习俗的文化内

涵，既让民众不堪其扰，也败坏了社会
风气。

中国发展到今天，无数新风俗、新风
尚的出现都让人看到，习俗移志，安久移
质，何其难哉，但也并非不能。有法有度
治“无事酒”，从心态上说，就是不骄不
躁、久久为功的沉稳感；在行动上说，就
是各安其位，在相互促进中形塑社会风

气的分寸感。最近几年，社会舆论对面
子心理和浪费之风的反思一直在深化，
社会自身培育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的动
力不断生长；崇清尚俭、不慕虚荣的党风
政风带动社会风气转向，积极效果充分
展现。群众自身的力量、党员干部的力
量、道德文化的力量，这些都为倡导文明
新风、淳化社风民风提供了重要支撑。

移风易俗，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
“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
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
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
法。”以多元的方式引导，让村规民约
填补制度漏洞，在合情合理合法中谋
良策、解难题，抓常抓长，清爽风气就
会荡漾进人们的生活。 （据荆楚网）

有法有度整治“无事酒”3观点

e 针见血

＠和风细雨：民风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用心，恪守权力边界，守住“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底线。

＠雁南飞：没事找事的“无事酒”盛行，绝非正常现象，它不仅加重了群众的经济负担，也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更有部分党员干部借此大
肆敛财抑或利益输送，使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叮咚：破解“无事酒”困局，必须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从自律方面而言，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在摆酒设宴上多做减法与除法。从他律
方面而言，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的引导与监管的作用。

不让

﹃
无事酒

﹄
坏了人情味

前 不 久 ，重 庆 的 一 名 乡
村医生谢金华因为不堪“份
子 钱 ”重 负 ，在 村 里 贴 出 告
示：“我不想参加无事酒”，此
举在当地引起广泛争议。

如今，这“无事酒”上的
花样与套路，简直比脑筋急
转弯还要脑洞大开：除了传
统的婚丧嫁娶，迁新居、考大
学 、过 生 日 要 整 酒 ，下 窝 猪
崽、买辆新车要整酒，甚至连
怀孕都要整“保胎酒”⋯⋯有
农民算了一笔账：若一年的
收入平均三四万元，有些人
份子钱就要交两三万元。“无
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
基层群众难以承受之重。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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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会

热词串烧

井喷式献爱心
【回放】“我今天已经被掏了

两次耳朵、梳了两次头⋯⋯”住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家养老院
的王婆婆已年逾古稀，住敬老院
也已 3 年多了，“今年春节还好
点，前年重阳节我一天要被梳四
五次头，洗好几次脚，一拨人待
一 段 时 间 ，照 几 张 照 片 后 就 走
了。”王婆婆反应的问题并不是
孤例。

【热议】打工孩子“穷有信”，宝马
车主“富且仁”，这样的暖心故事，犹如
春风拂面，看得人心里暖暖的。

我 们 之 所 以 感 动 于 这 样 诚 实 守
信、有情有义的故事，正是因为我们每
个人都向往人人诚信知礼的美好社
会。而这样的社会除了弘扬正能量的
故事之外，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
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应像这个学生一
样，诚实守信，敢于为自己的行为担
责，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分。商人

诚信经营，不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农
民勤劳致富，不唯利是图，遵守食品安
全规定；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对他人
宽容友善信任，我们生活的社会就一
定会越来越美好。

中学生撞宝马车道歉的故事彰显
的正是诚信无价。有这样一句话：你
怎样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样
对待你。希望每一个善良诚信，有情
有义的人，都能够收获温柔与关爱。

（谭敏）

中学生撞宝马车
【回放】2 月 5 日凌晨，河南省

新密市一中学生骑车时不慎撞上
了路边停靠的宝马车，他匿名留
下字条向车主道歉，同时还留下
了自己寒假打工挣来的 300 多元
钱作为赔偿。宝马车主被该学生
的诚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深
深打动，找到这名中学生后，宝马
车主不仅不追究责任，还资助了
他万元助学金。

【热议】候车厅，承担着的是为乘
客提供候车休息、排队检票的公共服
务功能，然而不少地方的候车厅却变
了“味道”，完全被商业气息填满。商
业设施喧宾夺主、鸠占鹊巢，不仅影响
了旅客正常的乘车秩序和舒适的乘车
体验，更弱化了铁路的公益属性，赚了
利益却亏了声誉，实是得不偿失。

凡事应有度，超过了度，就物极
必反。如今正值春运，各地人流暴
涨，火车站候车空间的过度压缩，使

得车站混乱无序，也让安全问题丛
生。热闹非凡的商铺掩盖不住旅客
不满的管理乱象，当敲响有关部门的
警钟。车站通过商业开发来补贴运
营成本无可厚非，但不应利字当头，
漠视旅客利益，忘记服务的宗旨。拿
公共服务设施换取小团体利益，岂不
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管理者应该
认真反思，多从乘客的角度换位思
考，对设置不合理的商铺及时予以调
整或撤离。 （许朝军）

候车厅“变味”
【回放】近日，铁路春运迎来

返程高峰，各地火车站皆是一派
繁忙的景象，多数候车厅都布置
得舒适温馨，然而，也有部分车站
的候车厅存在商铺过多、挤占空
间的现象。西部某火车站的购物
长廊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候车空
间。北方某市高铁站，候车厅数
百个座位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
数十家商业店铺。

小赛

小骏，前几天去了趟商场，可
算感受了一回“开学经济”有多火
爆！小到几十、几百的文具书籍，
大到上千的电子手表、多功能学习
机，家长们买起来，那真是连眼睛
也不眨一下。

可不是？春节之后开学在
即，很多家长们开始忙着为孩子
采购新学期的入学装备，而商家
也趁此机会拉开“开学季”促销大
幕，“开学经济”逐渐火爆起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
孩子。“开学经济”火爆，家长为购
买文具等学习用品舍得花钱，甚至
于热衷追名牌、赶时髦，无疑从侧
面说明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对。但如何避免“只买贵的不
买对的”，变“开学经济”为经济开
学，显然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命题，更
有一个德育取向的问题。

“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
败由奢”，从小培养孩子节俭的习
惯，学会理性消费，避免寅吃卯粮，
也是学生成长应有的一堂必修课。

说的太对了！“开学经济”不
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滋
长了家长、孩子盲目攀比的不良
风气。事实上，学习用品只要好
用就行，对学生学习好坏并无因
果关系，品牌、档次的学习用品也
与学无补，与学无关。

“开学经济”表面上看是家长、
孩子、商家的问题，但也与学校教
育引导、社会节俭倡导、有关部门
干预督导缺位少为不无关系。因
此，变“开学经济”为经济开学，对
于家长、孩子、学校、有关部门，乃
至全社会来讲都责无旁贷。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一种理性
消费，是一种在满足需求基础上
的不奢靡，注重的是孩子的成长
而不是现在的贪图享受和炫耀。
这样的理念，才是理性社会所需
要的。

所以面对越来越火热的“开学
经济”，家长们首先需要冷静下来，
主动将“开学经济”转化为经济开
学，让“开学经济”成为家庭开展财
商教育课的重要载体。

小骏

是的，这样才会让孩子从小
懂得消费要量力而行、按需购买
的浅显道理，引导孩子正确消费、
理性消费，进而让孩子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消费观和价值观。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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