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节俭成为现代生活方式

日前， 烟台大学
7

位保洁员吃学生剩饭
的照片蹿红网络，引人关注，更发人深省。 照
片上，几位保洁员刚刚忙完工作，正准备食用
收集而来的剩菜剩饭， 他们中有几位老人已
是爬满皱纹、满头华发，却仍然荡漾着幸福的
微笑，对那些剩菜剩饭甘之如饴。

人近晚年，即便不能锦衣玉食，至少也
应该丰衣足食， 然而这些老人却自愿食
用学生的剩菜剩饭， 只是为了向莘莘学
子传递“节俭是一种习惯”的理念，谁的
心里不会产生一丝酸楚？ 谁的情感不会
为之动容？ 如果你随手扔掉的饭菜，可能就
是别人的一顿饭，想想这些满头华发的老人，

内心是否会有所触动？

其实，我们一直是一个崇俭抑奢的民族，

在我们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里， 不知有多少
关于节俭的名言警句。修身，则有“俭，德之共
也；侈，恶之大也”；齐家，则有“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治
国， 则有“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节俭败由
奢”。可以说，节俭一直我们的优良传统，勤劳
从来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然而， 不知从何时起， 奢靡之风逐渐抬
头，浪费现象悄然流行。在政府层面，一些官
员置党纪法规于不顾，吃则山珍海味，喝
则茅台拉菲，有铺张奢靡之意，无勤俭节
约之心；在社会层面，一些人认为宁剩毋
缺、宁多毋少才够档次，以为一掷千金、

挥霍无度才算“土豪”，于是个人消费竞
相攀比、追逐奢华。 奢侈浪费之风无远弗
届，也波及到青年学子，一些大学生一身名

牌，追求苹果“三大件”，几位老人吃学生剩饭
实际上也是为青年学子上的一堂生动节俭
课。

的确，随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从“生存型”

转向“发展型”，适当享受可以理解，但这决
不能成为丢掉勤俭这个传家宝的理由。

且不论农村仍有一亿多扶贫对象， 也不
说人均

GDP

尚在世界百位之后， 任何时
候富裕都不是浪费的通行证， 我们又怎能未
富先奢？ 更何况，一个人可以有消费的自由，

但是绝没有浪费的权利， 又怎能大肆挥霍社
会资源？

无论是古人告诫“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则常足”， 还是市场经济鼻祖亚当·斯密指出
“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都
在强调厉行节约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
人口大国， 如果人人躬行节俭，

13

亿人集腋
成裘、聚沙成塔，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财富？ 相
反，浪费起来，又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 从这
个意义而言，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是每一位
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素养， 是现代社
会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也是一个民族基本
的现代文明素养。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制定《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迈出了靠制度反对浪费
的关键一步。如今，大学食堂几位老人躬行节
俭，也给人良久的感动。当政府用法令节之于
上，公众靠自觉俭之于下，那么大学食堂的剩
菜剩饭何愁不减少？ 整个社会的节俭之风焉
能不蔚为风尚？每个人都当有所触动、付诸行
动。

(

李克济
)

五星级豪华公厕

有必要么？

@

环球时报：

11

月
18

日，一五星级公厕
亮相沈阳， 以迎接

11

月
19

日的“世界公厕
日”。据悉，该公厕位于沈阳市南湖公园旁，除
了具有无障碍通道、 残疾妇幼换洗室、 烘手
机、自动售纸机以外，还有音乐播放等功能。

———网民：便秘时播什么歌曲最有帮助呢？

你认为五星级豪华公厕，有必要么？

网友围观
正方

@villagegirl

： 厕所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很
重要。 建了还要维护，市民素质也应该提高，

给大家一个干净卫生的公厕。

反方
@

麻雀拥抱蓝天：真是奢侈，资源的浪
费。 我想要是中国政府能把这些钱用在像云
南，贵州等地的偏远、经济条件差的山区，为
那些少年们建立学校宿舍， 让那里的孩子们
也能做到少年强。 再者能够让中国土地上的
那些公共厕所保持洁净， 我想这人民币才发
挥到它最大的用处。

@

小木屋闯天涯：要是全国都有干净卫
生的厕所，这才是最值得庆祝的。

@

惟愿
_

没心没肺： 再好还不是厕所，

不信还能当豪宅住！太奢侈了，一点儿都不符
合提倡的建设节约型社会。 好多穷苦人家连
住的地方都没得，竟然将公厕修建恁个好，太
什么了吧。 能用我们百姓上的税为百姓办点
儿实事吗？！

@

微博新鲜事
:

请问这厕所音乐播放功
能主要是用于治疗什么？

（据《信息时报》）

@

名博关注
@

新北京户口
相亲被拒

日前，央视播出关于“单身男女
择偶观”的系列报道，一个男子接受
采访时称， 在北京海淀区举行的一
场相亲会上，自己看上了一个女生，

可女方的择偶标准是要老北京户
口， 虽然男子马上就能拿到北京户
口了，可仍遭该女生拒绝。一时引发
网友热议。 （漫画

/

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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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要“就上”而非“拉低”

近日，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 介绍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

宣布对连片特困地区教师给予生
活补助，未来乡村教师收入将超过
城市教师。 此外，确定将在

3

年至
5

年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在同
一学校工作达规定年限的校长或
教师， 原则上均应交流至他校，以
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领域的改革动向，是十八
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
热点。 不仅是因为教育是民生要
务，也因为此次改革拿出的方案具
体而可行。

当前教育的显著问题，就是资
源分布不均造成的不公平，而现行
体制在推进公平上尚显乏力。大到
城乡差异，小到重点非重点学校差
距， 部分教育发达地区逐步形成
“超级中学”的同时，一些贫困地区
连基本校舍、 师资都没有保障，乃

至更进一步的高考户籍限制等，从
各个层面指向教育不公的现状。

教育公平，首先是让人人享有
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更高层次
上，还要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成长和
发展机会，满足个人实现自身价值
的需求。因此，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经济发达或者欠发达地区，也不论
家庭贫困或富裕，我们现在致力于
追求的教育公平，已经不只停留在添
置几张课桌椅和“一个都不能少”的
初级阶段， 而是覆盖到所有层次，

总的来说，就是“低”的要“就上”，

而非简单把高的拉低，搞平均化。

在现实中，包括教育资源在内
的各种资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分
布不均的现象。 应该看到，现在谈
教育公平的背景，不是一切从头开
始的建设，而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
改革。于是，从现有资源调整入手，

就成了最直接、效率最高的改革方

向。

“改不动”是难题，改革动作够
大，也继续提出了问题：改革如果
只是截优补差，是否符合我们追求
公平的根本出发点？ 本质上，这就
好比粥还是那么大一碗， 为了公
平，就平均分配。平均是平均了，却
不见得真的公平。

例如，在现有教育资源总量不
变的情况下，包括教学设施、师资
和相应投入等条件，教育平均的结
果，很可能就是在迅速充实薄弱地
区的同时，逐渐削弱现有优质资源
集中的地方。这固然对亟须援助的
群体大为有利，但是，对于原本享
有，或者有可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
源的群体而言，却也意味着一种不
公平。 可见，由部分群体“让利”的
改革，显然存在缺陷。

任何在理论上正确可行的制
度与措施，都要与现实接轨。因此，

我们现在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让全
体人民共享利益增量。中国国力获
得极大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

这为推进公平提供了基础。对于特
殊困难地区，固然要加大重点扶困
力度，而总的前提，应该是全面提
升资源总量和质量，让待遇低的往
上靠，获得与其他国民群体相应的
待遇。

具体到教育方面，大幅提升教
育资源供应，才是推动教育公平最
根本的途径，这必然要求国家层面
的稳定支持与合理规划，从制度上
保障教育投入及时到位。尤其是在
师资“软实力”建设上，从人才培养
和职业激励等多方面，为教育工作
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优厚条件，

吸引更多青年人投身教育事业，加
速扩充教师队伍，提高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以国家力量为基石，承载
起未来的希望。 （李杏）

纪委“叫停”不管用
新闻：

9

月，安徽省灵璧县西关社区擅自建设近
3000

平方米豪华办公楼被曝光，灵璧县纪委立即责令停工。此
后不久，在相关问题调查未果的情况下，该办公楼又继续
施工，且仍未获得建设许可。 据悉，复工乃一县领导授意
为之。 （

11

月
20

日人民网）

今年
7

月， 中央要求停止新建一切党政机关楼堂馆
所，西关社区不仅要新建办公楼，而且是超豪华，还没通
过审批，如此顶风而上，“叫停”是必须的。

“停”是叫了，但好景不长。 一边是县纪委喊停，一边
是县领导叫复工，纪检监察部门似乎没扛住，“叫停”变成
“一纸空文”。 实际上，该楼当初未批先建，霸王硬上弓的
背后也有县领导的“旨意”，县住建局依法制止不得。还是
领导有魔力，法规、监察都为之倾倒。

或许，县纪委当初“叫停”，只是在舆论风口浪尖上对
上、对外的应急反应，一旦风平浪静，就不再去较真了，还
是维护当地领导权威、维护地方上发展大局要紧。

（文
/

李建华图
/

焦海洋）

@

王志安：房价其实比计
划生育政策管用。 大城市的出
生率普遍较低，多生一个孩子，

在保证居住质量的情况下，至
少要增加一个居室。 在北京上
海这样的城市， 这意味着要多
花上百万的支出。 这还不算养
孩子的其他费用呢。 所以你看
到了吧，房价越低的地方，出生
率越高。

@

陈宝存：事实上，混迹
于保障房中冒充经济适用房的
所谓职工集资建房， 最初是不
允许的。国家无偿划拨土地，在
旧城改造和退二进三的过程
中， 有无偿划拨土地的老机关
企事业单位搬离城市主要区
域， 土地应该是国家收储进而
加大商品房市场供应。但是，违
背这一规定的利用国有划拨地
建设本单位内部集资建房的太
多！

@

罗崇敏： 在我国现阶
段，知识、知识的化身以及生产
和传播知识的学校日益沦落为
利益的工具。“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的理想情怀被“得天下之钱
财方育之”的功利心态所代替。

这种以追求财富或权力为目的
的知识工具思想极大地腐蚀了
知识发展的原动力———人类追
求真善美的精神， 也相应地导
致了我国教育领域的深层危
机。

@

池莉： 世间人物关系，

天生最好的有两对： 医患和师
生。患者最懂感恩，我家三代行
医，我太知道了，从前那么穷，

我家门外经常发现有蔬菜鸡蛋
水果，都是病患匿名赠送，生怕
被拒绝，悄悄放门口。现在变成
医患仇杀， 医患本身都不可责
怪， 要明白这是因为逆天行事
出的大问题。天不可欺，真希望
决策者能懂。

@

新华视点：可仿冒任意
号码海量发送垃圾短信， 方圆
几百米内手机若无防护， 无一
幸免。 近日神通广大的伪基站
引发了网友的普遍担忧。 要遏
制疯狂的伪基站， 就要形成一
个科学高效的协作机制， 避免
多家管变成无人管。同时，还应
完善滞后的法律法规， 让不法
分子付出沉重代价， 震慑此类
违法行为。 （赵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