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桥区强化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通讯员郑旗）

眼下随着气温升高， 生产生活用电剧增，安
全事故也进入高发期。为有效预防各类安全
事故的发生，平桥区近日对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部署，并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安全管理工
作的重点及薄弱环节，制定专项方案和应急
措施，确保生产生活安全。

定机制，强责任。该区在认真总结往年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经验基础上， 根据新形
势，建立安全生产责任机制，构建上下级单
位联防互动网络， 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网
格化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单
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形成安全生
产党委总揽、行政落实、人人担责的工作格
局。同时，以各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好安全生
产责任制为抓手， 以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建
设、隐患排查治理、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等为
重点，做好事故防范责任工作，从源头上防
止事故发生。

抓重点，强措施。该区安监局、消防中
队、各辖区办事处联合行动，针对城区容易
出现安全隐患的大型商场、养老院、车站、寄
宿制学校、宾馆、网吧和服装市场等重点部
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提出
整改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各辖区办事处重
点落实汛期隐患排查治理和高温季节的安
全监管防控工作， 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同时，联合公安部门强化校园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提高师生自防自护能力。

拓渠道，强宣传。该区通过出动宣传车、

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
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常识，全面提高广大群
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该区创新宣传手
段，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宽宣传渠道；在全区
中小学校开展“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活动，

“以小带大”深入宣传安全生产常识。

罗山大力实施水稻高产创建工作

本报讯（罗玉辉）今年以来，

罗山县继续实施水稻高产创建
工作，不断挖掘水稻增产潜力。

该县一是建立示范方。 在
4

个乡镇建立
5

个水稻万亩高产创
建示范片，力争水稻百亩核心区
平均亩产达到

800

公斤， 万亩辐
射区平均亩产达到

700

公斤。二
是加大资金投入。在每个万亩高
产创建示范片，安排财政补助资
金
16

万元， 主要推广区域化、标

准化成熟技术所需的物化投入
和推广服务补助。三是实行统一
管理。对百亩水稻高产攻关点采
取统一供种、 统一配方施肥、统
一宽窄行栽插、统一水稻模式化
栽培管理、 统一病虫害防治。四
是加强技术指导。成立水稻高产
创建领导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

邀请省内外超级稻专家对农民
开展培训。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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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示范片已
全部插秧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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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 逅 信 阳 毛 尖

在信阳流传这样一段佳话： 河南湖北两
省的交界处， 有座海拔

800

多米的车云山。这
里山清水秀，常年云雾缭绕，泉声不绝于耳，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绿茶生长。

1956

年， 车云山茶农为了表达翻身不忘
共产党的真挚感情，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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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党员亲手采摘，然
后经过烘培、杀青、风选、揉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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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序，精
制了两斤信阳毛尖，寄给毛主席。很快，他们
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回信， 信中附带了茶叶
款，并鼓励当地群众搞好农业生产。或许是为
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自此信阳种植茶叶的
人越来越多。

去年，一朋友从河南寄来两盒茶叶，包装
盒上赫然写着“信阳毛尖”，并有“中国十大名
茶”的字样。我向来偏爱茶，闲暇时喜欢泡上
一壶茶，捧上一本书品茶读文，在书香与茶香

中打发闲散的时光。 我也常会刻意地留心各
地的茶，但是信阳毛尖确实没有品尝过。当打
开包装盒时，信阳毛尖就以它“窈窕”的身姿，

深深地俘虏了我的心。此茶不像一般的绿茶，

其外形条索细、圆、紧、直，仿佛小家碧玉般，

令人心生爱怜。最特别之处，当属信阳毛尖的
白毫。内地的绿茶多无白毫，曾有人认为白毫
是茶叶发霉的标志， 这也难怪我们安徽人喝
的茶多是六安瓜片、猴魁之类，即使是黄山毛
峰也少见白毫。因此，我对信阳毛尖的不了解
也在情理之中。

启封后， 我就忙着烧水洗茶具泡上一壶
新茶，请来隔壁做茶叶生意的邻居一同品尝。

本想在他面前卖弄一番我对信阳毛尖的了
解，不想他一见茶水碧绿明净，茶叶嫩绿均匀
就认出此茶， 并且给我普及了一番此茶的知
识。他说，信阳毛尖不光耐看，而且耐泡，口味
极为纯真。茶香也不像一般的茶叶那样浓郁，

那种香味是要用心捕捉的，透着淡淡的优雅。

最特别的就是白毫多， 后有医学证明正是白
毫多的原因， 茶中富含的氨基酸远胜于其他
茶叶。那一个下午，我们是在茶香的陪伴下度
过的。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一个文学社
团来到信阳采风， 让我对信阳毛尖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我们的旅游车一路向车云山进发， 一路
风景一路茶香。在这片有山有水的土地上，景
色宜人自不必说， 湿润的空气中也能嗅到淡
淡的茶香。 茶乡的行程因为有美景与茶香的
相伴， 顿然之间多了几分诗意。 透过车窗望
去，远处山峦起伏，薄雾在山间流连忘返。大
小的茶园依次排列开去， 采茶人的身影时而
淹没在茶树间，时而点缀在山腰间，恰到好处
地镶嵌在碧水绿山翠茶之间。 一座座小山村
不时地从眼前掠过，它们在茶香中静默着，像

一位位隐居的老者， 满含深情地守候着这一
方土地。那些房屋或是青瓦飞檐，或是精致小
楼， 或是被高高低低的茶树众星捧月般围绕，

或是房前屋后茶园地错落排列着。我想，每一
间屋子里的主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与茶有
关的故事吧。开车的司机是一位当地人，他很
自豪地对我们说：“在车云山村即使是小孩，只
要看一眼或者尝一口， 就能在众多的茶叶中
辨出本地的毛尖。”当我们在感叹渐渐丢失传
统事物的时候，车云山村或许是个例外吧。

茶有生命，却又在升华着生命。在信阳，

因为有了毛尖茶，让我格外留恋。

为 让 座 的 老 人 点 个 赞

近日， 笔者乘坐一辆城乡公交车去乡
下老家。当时，车上人较多，已经没有空座位。

当车行驶到一个沿途的公交停靠站时， 上来
一位腿脚不便的中年人。中年人上车后，售票
员就喊“谁给这位大哥让个座”。这时，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人马上站了起来， 把座位让给了
这位腿脚不便的中年人。见此，笔者不禁对
这位让座的老人顿生敬佩之情。

众所周知，文明乘坐公交车，是一座城
市文明的写照。 公交车上让座既是一种美

德，又是一种文明之举，更是我们当今社会
大力倡导的一种文明方式。近年来，随着社
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广大市民自身素
质的不断提升， 公交车上让座的人越来越
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和谐的
象征。作为晚辈，尤其是年轻人，应该积极
主动地给年老或腿脚不便的乘客让座。

但在现实生活中， 公交车上也出现一
些不和谐的音符。 少数年轻人乘坐公交车
时，面对年老病弱的乘客或孕妇，往往视而
不见，即便公交车上张贴着提示语，有的仍
是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一种

悲哀。

笔者以为，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主动
给腿脚不便的乘客让座，确实令人敬佩。这
不仅诠释了文明乘车的准则， 而且释放了
人性的善和美。老人的这一“让座”举动，看
似小事，却为我们广大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传递了一种美的正能量。因此，老人“让座”

的善举是一面文明的镜子， 值得我们每一
位年轻人去学习。

析 餐 桌 上 浪 费

万钧

崇尚节俭、珍惜粮食，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最先进、最文明
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反“四风”

工作的常态化，奢侈浪费现象、摆谱
比阔的单位和人越来越少。然而，长
期形成的痼疾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治好的。

每当看到一盘盘、 一盆盆的食
物被倒进泔水池、垃圾桶，让人不禁
在痛惜的同时引起深思：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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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国解决温饱不过十几年，

怎就大量浪费起食品来？据统计，每
年仅丢弃在餐桌上的粮食就以百万
吨计， 加上浪费的资金更是难以数
计。餐桌上浪费变得让人难以理解，

本来生产出来的食物是让人食用
的，为何大量被糟蹋？一个国家、民
族热衷于挥霍浪费， 那将会出现一
个什么样的状况？

带着这些问题和思考， 笔者将
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希望更多的人
来关注餐桌浪费现象， 更希望广大
党员干部能带头抵制浪费， 让节俭
之风成为餐桌新常态。

一、表现及危害
餐桌浪费，违背传统观念。勤俭

办一切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然而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
加的情况下， 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
善， 讲排场、 讲档次的人群越来越
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吃，吃饭要下
馆子， 点菜要荤素齐全， 不管吃多
少，只管点。餐桌上的浪费就这样慢
慢成为一种习惯， 甚至演变成为一
种习俗。

餐桌浪费， 损害国家和个人形
象。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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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
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我们依
然要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仍然是发
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地区尚未脱贫。

富裕，不是浪费的借口。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不仅是国民素质的体现，

更是国家形象的凸显。 据有关资料
介绍： 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国力较
弱时，国宴丰盛；国力越强时反而越
来越简单了。 笔者在一个较高档的

场所， 见过一个外国人餐盘里剩下
不到十粒玉米， 还津津有味地吃完
才离去，而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即
使不吃，也要满席菜肴。当前，餐桌
浪费现象这种坏风气， 影响国家和
个人形象，亟待改变。

餐桌浪费， 增加环境和资源负
担。从身边的饭局中，我们都可以发
现，每次参加宴席，都有一半的饭菜
剩下。对于生产者来说，这是极大地
浪费人力、浪费食材、浪费财力；对
于环境来说，剩饭菜就变为垃圾，有
的处理不好，还严重影响环境卫生。

餐桌浪费，危害人民群众健康，成为
巨大的隐患。 近年来出现的地沟油
等重复使用的伪劣变质食品正是餐
桌浪费的产物， 产生的危害触目惊
心。社会产生食品安全恐慌，健康医
疗成本增长， 而治理和打击这些行
为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气力。如
此浪费， 就是不珍惜我们的社会资
源，甚至给环境增加负担。

二、易发部位
公务接待首当其冲。在调研中，

笔者发现在日常的公务接待中，餐
桌上的浪费现象很突出。 本是正常
的工作交流和工作餐， 演变为公款
大吃大喝。公款大吃大喝，不仅令群
众深恶痛绝，更是违规违纪的行为。

有报道称， 中石油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有时一顿宴请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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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这样的
浪费让人痛恨痛心。 在当前反“四
风”高压态势下，我们仍然看到很多
地方报道的公款吃喝浪费案件，这
样的公款消费、大吃大喝，浪费的是
粮食，触犯的是党纪党规，失去的是
民心。

大操大办日趋严重。 中国人讲

究礼尚往来，在日常生活中，红白喜
事的操办有很多传统的讲究。然而，

传统的规矩在渐渐改变， 趁机大操
大办成为一种新讲究。 在酒店走访
发现，平常百姓家里结婚、搬家、生
孩子等事情都必须摆酒席， 当前这
些都是日常习俗。但是，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讲面子、讲排场、讲档次，这
样带来的就是互相攀比、浪费成风，

甚至很多人认为，一辈子就这一次，

浪费点也无妨。然而，回首上世纪
40

年代、

60

年代两场大饥荒，幸存者还
有不少人在世， 而失去父母子女的
人们悲犹在心、泪犹在腮。一碗饭救
活一家人的例子犹在眼前， 怎能就
见饱忘饥？！

内部食堂不容忽视。 通过走访
调研，发现食堂也是浪费的重灾区。

在个别机关、学校食堂，浪费随处可
见。 在机关食堂， 一般都是平价食
堂，餐饮费用较低。这样，就有人打
饭不适量， 吃不完扔掉； 在学校食
堂，一般都是大锅饭，学生对饭菜不
满意，每餐只吃一部分或扔掉重打，

泔水桶的食物分量占总量的
20%

以
上。此外，食堂经营模式的市场化倾
向带来的弊端， 也是造成食堂浪费
的原因之一。

三、浪费原因
一是虚伪的“面子”在作怪。日

常生活中， 人们宴请酒席浪费现象
严重，每桌一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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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菜品。沉浸
在喜庆气氛中的人们忙于举杯共
饮，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吃菜，有
时客人已停箸，菜还在上，一顿饭下
来，菜品剩下一大半，有的甚至没人
动一下。这往往正是主人高兴的“现
象”，认为剩菜越多，主人越有面子。

浪费现象实在让人不安。 有的是朋
友请客好面子，几个人到酒店吃饭，

点了不少大菜，即使剩下
50%

以上，

碍于面子，谁也不愿意打包带回家。

有的是商业行为而请客， 认为在客
户面前一定要显得阔气， 剩菜“打
包”，会让对方觉得主人小气、没底
气、没实力，这桩生意可能就“黄”

了。有许多酒店已经开始倡导“节俭
风”，提倡消费者“打包”，但并不是
所有消费者都愿意这样做。

二是敏感的卫生观念当借口。

日常生活中，人们参加家人聚餐，一
般会餐后打包，浪费少，但宴请外来
客人时很少打包剩菜，浪费多。现在
人们的卫生意识提高， 再加上流行
传染病日益频发， 大多人认为与不
熟的人共同用餐， 对他人的身体健
康状况不熟悉， 大家都夹过的菜就
不愿再往家带。而且，现在大家通过
网络、电视、广播等都了解到一些健
康养生的知识， 考虑到剩菜没有营
养且容易变质， 又有食品不安全造
成伤害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部
分人不会选择打包。

三是“公”“私”分明价值观被扭
曲。 部分人认为公款吃喝不花自己
的钱，即使浪费也是公家的，又不是
自己的。在公务或商务用餐时，不点
白不点，不吃白不吃，对于吃不完的
饭菜，根本不心疼，签单就走。最近，

有关公款消费中的各种漏洞也频频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有人表示，

“签单”消费是公款吃喝的一种主要
形式， 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定点消
费酒店， 在这里公款吃喝不用当场
“埋单”，只需凭一支笔“签单”即可。

有些酒店还会给“签单” 者一些好

处，诸如回扣、逢年过节送礼等，加
上近年来吃喝浪费有变型转移、穿
上“隐身衣”掩护的趋势。因此，整治
浪费必须狠刹公款吃喝。

四是缺失社会责任在流行。不
管是碍于面子，还是公款吃喝，不管
是主动浪费，还是被动浪费，反映出
一部分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不说
世界上有多少人忍饥挨饿， 也没有
谁不让你享受美味， 只希望你多想
想农民耕作之苦， 多想想多少人付
出的汗水。一菜一饭、一人一地看起
来不算啥， 但是我们都习惯于每天
浪费大量饭菜， 就累积成一个巨大
的天文数字。

餐饮浪费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群
众生活的文明程度。当前，“节俭”这
一观念已更多地由传统美德转化为
一种生活压力， 主要原因是人们在
社会上的互联关系日益广泛， 生活
节奏日益加快， 使人们觉得无需再
去注意一些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忘
记了一部分社会责任。

五是狭隘的营销手段被滥用。

不少饭店的一些包间有最低消费，

这就不得不让人多点菜，点好菜，吃
不完，只有浪费。有的服务员在指导
点菜时， 不是实事求是地为顾客着
想，只想着给饭店盈利、为自己拿到
更多的收入。这样短暂的获利行为，

其实大多难赢回头客。

四、治理对策
餐桌上浪费折射出的是一种浮

华的社会心态。如此浪费下去，思想
观念、 全民健康等诸多方面都成问
题。餐饮浪费不再是舌尖上的“小问
题”， 而是思想意识里的大问题，关
系着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的大方向。

一是从我做起，转变观念。要转
换消费观念，改变消费行为。常听到
有人振振有词： 花钱消费是个人自
由， 浪不浪费他人无权干涉。 殊不
知，浪费行为的“溢出效应”侵蚀了
社会资源， 浪费就不仅是个人的事
情，更关乎公共利益；厉行节约也不
仅是一种个人私德， 更是一种社会
公德，从这个角度看，厉行节俭、人
人有责。 能否从根本上制止餐桌浪
费， 最根本的动力还在于全体消费
者自身，要从我做起，人人自觉。节
俭是对劳动的尊重， 是对自然的尊
重，是人类的自尊。

二是崇俭反奢，营造氛围。大力
营造反对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
的社会氛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败由奢。” 历史和现实都表
明，凡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形成
风尚的时候，同时也是事业蒸蒸日
上、兴旺发达的时候；凡是吃喝浪
费成风得不到纠正遏制的时候，就
是走向衰落败亡的开始，封建社会
的历史如此，中外近现代的历史也
如此。

三是以人为本，科学营销。转变
经营观念，引导绿色、科学消费。餐
饮经营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均衡
饮食、量质适度、剩菜打包、减少垃
圾”等新理念。通过张贴宣传标语、

悬挂节约消费提示牌、 点菜适量提
醒等有利于节约用餐的服务方式来
遏制浪费现象。同时，适当降低最高
消费， 引导客人绿色消费、 适度消
费。 笔者在有的机关食堂看到有签
字承诺横幅， 也有诸如“眼大肚儿
小， 点多吃不了”、“能吃能喝是福，

剩饭剩菜不对”之类的通俗标语，易

记上心。如果就餐人数少，商家应该
允许适当调整菜的分量， 或者半份
出售。服务员应该“指导点菜”， 在
烹饪中采取“大锅烧，小锅打（菜）”

的方式推荐给消费者， 一些菜肴可
通过大盘变小盘或拼盘来适当减少
菜肴分量，增加位餐、例餐、例碟的
比重， 既显品位又注重了节约。如
果有剩饭剩菜，服务员应该提醒客
人打包，取消打包的费用，提倡“吃
不了兜着走”。 虽然客人的人均消
费额有所下降，但顾客满意率和回
头率却大大提高。同时饭店要照顾
消费者的个人卫生习惯，坚持菜盘
里放公用筷或公共勺，自助餐制、分
餐制用餐， 可以大大减少餐桌浪费
现象。

四是制度保障，严查重处。党委
政府要结合“四风”整治，对公款消
费进行制度约束， 制定详细的可操
作规则，规范公款使用程序，比如厉
行使用公务卡，发现餐桌浪费，从严
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同时，还应该
接受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广泛监督，

对大肆挥霍公款浪费行为奖励举
报。浪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民百姓
挥霍自己的钱， 一种是公职人员挥
霍公款。当前我们反对的奢侈浪费，

不仅针对公款吃喝浪费， 也致力于
改变公众个人的消费习惯。 对浪费
公款进行严惩， 个人消费中的浪费
行为， 应该从倡导、 教育的道德层
面，以及罚款惩戒、累进式税费等行
政手段同时并举， 对浪费现象严重
的可加重处罚。

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节俭
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地道战》，民兵
连长看到桌上糟蹋的馒头， 判断出
假武工队“他们不是自己人”。在物
质生活丰富的今天， 广大党员干部
要提倡节俭之风， 自觉摒弃餐桌上
的浪费，以党风政风促进民风，切实
将“四风”整治成果持续深化，落到
实处。

（作者系信阳市纪委常委）

商城县长竹
园乡民间艺术团
结合“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将优
秀的传统文化与
动感时尚的现代
舞结合起来，全
面展示当地和谐
发展的新局面，

“秀”出了大别山
区独特的时尚
风， 受到当地群
众的好评。图为

6

月
10

日该团在香
醉园文化广场演
出时的情景。

黄遵强摄

从无声世界

走向有声世界

“集善工程———听力助残”项目发放仪式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记者马迎春）

6

月
12

日上午，

2015

年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集善工
程———听力助残”项目（河南）发
放仪式在我市举行。河南省人大
农工委副主任、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理事长李玉德，省残疾人联
合会副理事长常为民，市政府副
市长曹新生出席发放仪式。

李玉德说， 此次“集善工
程———听力助残”项目旨在帮助
有听力障碍患者消减听力障碍，

从无声世界走向有声世界，能更
好地与社会交流和沟通。希望社
会各界发扬中华民族扶残助残
的优良传统， 关心帮扶残疾人，

共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成果。

曹新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信阳残
疾人事业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这次助听器
的发放仪式， 充分体现了上级残
联对我市残疾人的关爱。 我们要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加大对残疾
人的扶助力度， 进一步改善残疾
人的生活及身体状况， 汇聚更多
社会力量投入到残疾人事业中
来，为残疾人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谋取更多的福祉。

捐赠仪式上，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为我市捐赠瑞声达
S680-D

型助听器
30

台， 每台价
值
1

万多元；

6

只人工耳蜗价值人
民币

100

万元。

我市召开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会

冯鸣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李海）

6

月
12

日下午，我市召开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冯鸣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了今年前
5

个
月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情况。

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相关负
责人签订了《

2015

年重点项目建
设目标责任书》。

就如何做好下一阶段工作，

冯鸣指出， 要继续积极开展全
市重点项目百日攻坚行动，按
照全市“解难题、促增长”百日
攻坚行动方案及投资专项行动
方案的统一部署， 制定重点项
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专项方

案， 对省市重点项目进行全面
排查，落实责任，推动项目加快
建设； 要建立全市重点项目巡
回督导机制， 适时组织市重点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
成督导组，深入建设现场，围绕
促在建、促开工、促投产等着力
点， 确保省市重点项目建设不
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要细化任
务，对重点项目进行分类推进。

对计划新开工项目， 要着力抓
好前期手续办理。对在建项目，

要督促项目成员单位狠抓施工
组织。对计划竣工项目，要倒排
工期， 确保项目建成即能投产
投用，发挥效益。

□

叶金福

□

童恩兵

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