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礼本正常，就怕权力作怪
近日，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清理广播电视“送

礼”广告的通知》，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立即删除含
有渲染“送礼”内容的广告。通知指出，一些电台电视台
播出的个别广告出现了“送礼首选”、“送领导”、“上级有面
子”等渲染“送礼”的内容，且礼品中不乏名表、珍邮、

金银纪念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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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北京青年报》）

媒体具有引导性， 天天在屏幕上喊着送礼，的
确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但话又说回来，有这么多送
礼广告还不是现实的反映，而且，广告的影响虽然
存在，但不是决定性的，广告的作用更多在于商品
信息的告知。 至于支配消费行为的，还是人们脑海
中的现实需求。 如果不良送礼文化不除，送礼广告
删除干净作用也不大。

各个国家皆有送礼的习俗，送礼文化本身并没
错，只是，当送礼文化与权力发生了联系，表现出明
显的权力指向时，这种送礼文化才值得警惕。 在现
实中，很多人送礼是为了接近权力、讨好权力、购买
权力。 此时，送礼的内容便会趋于庸俗，送礼的价值
便会趋于昂贵，反正送的越贵越有诚意。 这时的礼
品，只是与权力交易的媒介。

当送礼文化呈现权力指向时，所谓的送礼文化
也已经变异， 甚至成为公关的秘籍与交易的潜规
则。 如果说，纯粹的送礼文化可以让人与人的关系
走得更近，则权力指向的送礼文化助长了潜规则的
盛行，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功利、更世俗。 乃
至，一些违法违规的礼数也会出现。 此时，送礼文化
就成为了官本位文化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官本
位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这种送礼文化的熏陶
下，人们眼中值得尊敬的、值得送礼的对象就变成
了权力。 （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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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论
@

300枚土鸡蛋中的年味
近日，网友施先生发微博说，今年老婆

刚生了儿子，他们没有回家，准备把父母从
湖北接到广东过年。父母出发前，他一再叮
嘱，春运路上人多，不要带东西过来。 但老
父亲和老母亲还是背了

100

斤花生油和
300

枚土鸡蛋给他们。

在拥挤的春运旅程里， 施先生年迈的
父母第一次出远门， 转车三次，“护送”

300

枚土鸡蛋和
100

斤花生油从湖北黄州到广
东佛山，殊为不易。土鸡蛋、花生油，并非稀
罕之物， 或许在佛山任意一个农贸市场都

能买到，但我们却可以想见，当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品尝着用父母汗水换来的食物，这
其中蕴含的味道一定远远超越了食物本身，

这或许正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透出
的那份令人回味至深的“妈妈的味道”。

另一方面， 亲情互动也无需苛刻的外
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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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施先生每月工资
3000

多
元，结婚后他还没能力购房，便和妻子向工
厂申请了一间

20

多个平方米的“夫妻房”。

父母的到来， 无疑会让这个家庭更显拥挤
和局促，但这却丝毫没有阻挡家人的团聚。

正如施先生所言：“春运再挤， 亲情始终阻
不断。 ”

300

枚土鸡蛋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是因为
击中了人们的情感软肋，重新唤起人们对家庭、

亲情的思考。 在城乡鸿沟还远未填平的当
下，往往是父母在这头，自己在那头，一年中相
聚的时间少得可怜，父母日益老去，他们眼中
对亲情互动的渴望也愈加强烈， 留给我们
徘徊、犹豫的机会其实已经不多。

很多时候， 亲情互动缺的不是能力和
渠道，而是动力和意愿，尽管坚硬的现实压
缩了社会互动的空间， 限制了人们的情感
表达， 可我们依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亲情互动的载体。 即使存款不多， 无车无
房，几枚土鸡蛋，一桌团圆饭，就是最好的
亲情互动和心灵旅行。

(

任小康
)

责任编辑：张德莲版面设计：李珊玲校对：刘凤时评·微言
A3

2013.2.8

星期五

让温暖在春节相互传递

春节将至，每个人思乡心切，省亲、年
饭、聚会，温馨的氛围将人笼罩。奔走在路
上的人，已然感受到彼此间散发的温暖气
息。 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都融化在微笑
中，未来的一年，也埋藏了各种心愿。

春节象征时间的轮回，也带来心绪的
轮回。 时间以其平等的意义赋予每个人，

新的一年就是新的节点，对每个人都是如
此。 每个人都得到休整，整个身心吐故纳
新，无论宅居家中还是身在异乡，都感受
与准备着新一年的新气象。 集束心愿，整
理心情，放缓的节奏祛除了焦躁，轻松地
对待周遭的人与事，微笑、体谅、宽容就此
变得容易起来。

春节洋溢着喜庆， 人们也在制造、烘
托喜庆。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喜庆成为此

时此刻应该体现的、应该凸显的氛围。 就
连人们的谈话也要讨点口彩， 讲究避讳，

恭祝与庆贺的词汇量都在丰富起来、比拼
起来。 这是人与人之间友好的传达，本能
的善意因春节而释放。春节休整了日常劳
碌状态，因日常劳碌滋生的怨愤、心机、焦
虑得到了舒缓，人的交往展开了朴实的一
面，温暖之情不吝分享。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 单位的团圆，朋
友的团圆，家庭的团圆，情感的涟漪荡漾、

圈层扩展。 古老的礼仪远去，人情却不曾
真正淡化。现代的人伦、情理在孕育，人们
莫不需要重新寻找最善意的表达方式、相
处方式。 尽管人与人之间不乏阻隔，复杂
的社会关系聚拢或者离散人心，人们讨论
世风，缅怀纯真古朴，但总有一些时日、因

素多多少少让人心回归，即如春节。 在这
个时刻，不妨放下身段，回到人与人之间
平等、善意的交往中，让温暖相互传递。

春节的温情不限于一家一院，属于亲
朋好友，也属于彼此陌生的人。 这是传统
节日，也过出了现代的方式，日常消费生
活都在其中， 团圆的氛围扩散到了四处，

人们购物、出行无不希望提早准备一个春
节式的好心情。各个岗位，各个领域，各色
人群， 都正需要在此时得到彼此的倍加呵
护。 服务的人们尽职尽责，享受服务的人们心
存感谢与体谅，这当是应有的方式，因为谁
都希望春节的气氛足够扫除身心的阴霾，

不在家中也能感受到春节的温暖。

那些无法回家过年的人们，少不了留
守异乡的飘零感， 也更加需要额外的关

切。 并不是每个人能回乡过年，人们的日
常生活供给不曾因春节中断，这首先要感
谢留守的人员。 还有那些不曾安全抵家的
人们，中途阻隔的人们，回不到家的人们，

甚至无家可回的人们， 如何安抚与宽慰？

已逝的，未归的，将行的，唯有道一声珍
重，给予紧急的安置，提供适当的帮扶，这
些努力在此时尤显分量。 而所有的努力，

无不需要特殊的关切，人道主义的关切。

春节的形式在变化， 不变的就是亲
情、人情，再多的春节文化议题、多么新
鲜的讨论， 也无法逾越最基本的情理。

一切的复杂的生活方式在春节里化繁为
简，都成为了情感的关系。 这是春节的魅
力，我们享受春节，不妨在此时让温暖相
互传递。

(

肖畅
)

高档餐饮不能寄生舌尖上的浪费

佛山一家高档酒店老板对媒体感慨
道，由于当地很多政府机关、企业都取消了
订单，生意下滑了一半左右。 另外，广州城
内不少星级酒店、 高档餐饮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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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
生意额普遍下跌了

30%~50%

。 与高档酒店
生意滑坡形成对照的是， 目前很多大众餐
饮店却生意红火，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消费
旺季，近期销售普遍增长二三成。

餐饮业出现的这个变化， 原因很好理
解。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各地政府机
关、国有企业纷纷响应，杜绝餐桌上的浪
费。 恰逢春节来临，政府机关和国有企
业原来准备热闹一番的年会团拜活动，特
别是以单位名义组织的年夜饭大多已经取
消， 这使原来准备趁着节庆赚上一把的餐
馆老板措手不及。 但是从广东出现的情况
来看，餐饮消费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高档的豪华宴减少了， 但大众餐馆却十分
红火。这种情况生动地说明了，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并不是为了让餐饮业低迷下去，而是
要挤出原来由公款消费形成的市场泡
沫。餐饮业只要及时调整经营方向，照样能
够赚钱。

春节作为我国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
日，餐饮业将其视为商机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当越来越炽热的公款消费侵入餐桌，节
庆聚餐已经成为一些政府机关挥霍公款的
一个重要通道， 一些国有企业更是将自己
混同于民营企业，在餐桌上一掷千金。一些
大城市的高档酒店， 已将政府和国有企业
的公款消费视为主要收入来源， 对这股不
正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央规
定的压力下，这些酒店的生意额大幅下降，

正好说明， 目前高档餐饮业将近一半业务

是由公款消费支撑起来的。

广东是一个饮食文化十分发达的地
区，餐饮业的发展有雄厚的市场基础。但如
果餐饮店只是将目光投注在政府机关、国
有企业的团体消费上， 收获的只是短期效
应，却拉大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此次高档
餐饮业出现的生意危机， 从表面上看是令
行禁止之下产生的效果， 但真正的原因是
市场规律产生了作用。

因此， 高档餐饮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
方向， 将市场开发的重点放到大众消费上
来。 在这方面，谁转型快，谁就可以占据市
场的主动权。 市场告诉我们， 严控三公消
费，抵制“舌尖上的浪费”，不仅不会影响餐
饮业的正常营业，反而有利于促进消费，关
键就看餐饮业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哪里。

(

周俊生
)

最美景观
江夏区世纪广场上，一座外形气派、装修豪

华类似别墅钟楼般的公共厕所出现在市民眼
前，然而该公厕建成后却一直锁着门，并未对外
开放。 截至目前，武汉共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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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这样的景观公
厕，每座造价在

40

万元至
80

万元不等。

＠

四面伯阳：原来还有公厕不是拿来用的，

而是拿来看的。

态度问题
近两天， 很多启程在即又临时变更行程的

旅客遭遇了一个新的难题———实名制火车票无
法异地退票。 “实名制车票都可以全国通取了，

怎么就不能全国通退呢？ ”许多旅客对此十分不
解。 铁路客服电话

12306

相关人员称：“是全国
通取但不意味着可以全国通退！ ”

@

东湖居士：买票难，退票也难，能通取却
不能通退，恐怕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假车牌的背后
倒车撞了人还逞凶！ 近日，一则“时髦女驾

军牌车撞倒男子反遭暴打” 的帖子在微博上引
起极大关注。

6

日，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
汉”发布消息称，肇事车辆军牌系伪造，目前车
辆所有者与当事车辆已被江岸警方处理。

@

天下一家亲：军牌可能是伪造，但“时髦
女”的作态与某些军人习气相似，这是不是说挂
上军牌就可以耍威风。

日前，一辆客车在甘肃宁
县城郊坠入山沟起火， 造成
18

名返乡务工人员遇难。 记
者调查发现，这辆肇事客车严
重超载，一路上却没有受到安
全检查，竟然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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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行驶
上千公里，直至悲剧发生。 近
期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普遍
存在安全监管缺位的问题。这
正是：

病车悠悠千里路，归程步
步变凶途。 大事小情系安危，

安全莫成纸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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