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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中小学放春、秋假
您觉得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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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饮食消费回归本位

铁道部被撤并到交通运输部已
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了。

——铁道部内部人士透露，铁道
部被撤并到交通运输部已基本敲
定。此消息已在铁道部内部传开，大
家都在揣测自己将何去何从

房子问题，我认为是导致我国两
极分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
我国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导致收
入分配两极化

杀人案件每10万人发案数为0.8
起，低于世界公认治安最好的日本和
瑞士，侦破率达到94.5%。

——《人民日报》消息，公安部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杀人案件发案
数低于日本和瑞士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
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
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
春假或秋假。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目前我市中小学暂不考虑放春假或
秋假。（见本报25日A08版报道）

137××××8389 短信：不必
改变放假方式，应在平时多安排实
验课或实践课，让孩子在生活中消
化知识。

市民张先生来电：摆正观念，充
分重视，春、秋假对孩子绝对有好处，
别老说条件不成熟，不少发达国家学
生一年的假期就有4个，咱们可以学！

151××××1754短信：春、秋
假绝对会变成“春秋补习”。再说，改
变假期形式是个大工程，课业进程、学
生调整状态都是问题，绝对弄不成。

市民杜女士来电：又是给家长添
负担！现有的双休日、寒暑假能真正
还给学生就行了。

因为在某单位家属院停车受阻，
租住户将该家属院大门堵了，律师说
单位内部管理的小区，内部职工可优
先停车。（见本报昨日A11版报道）那
么，广大商品房小区的租住户，是否
该享有平等的停车权？

大事小情，你说我说。参与方
式：拨打电话66778866；发送短信
至 13526946841；登 录 洛 阳 网
（www.lyd.com.cn）洛阳社区聚焦
河洛——“你说我说”板块；关注洛阳
晚报官方微博，@洛阳晚报留言。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朝清

【新闻背景】我市将开展“文
明餐桌”行动，引导消费者根据实
际需要点餐，不盲目追求高档，避
免“盛宴”浪费现象，还将在全市评
选一批“文明餐桌示范店”“文明餐
桌示范食堂”。（见本报昨日A10版
报道）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伴随着
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
费品时代转型，食物有了超出维持
基本生存需要的新功能，即社会表
现和社会竞争功能。

食物，成为传递某种信息、表
达某种意义的象征。从这个角
度来说，饮食消费不仅具有经济
和营销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文化
和社会意义。把握这一点，正是
我们审视和分析铺张浪费的关键
所在。

从历史上讲，中国长期处于农

业社会，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公
众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往往和吃
饭问题紧密联系。人们往往利用
饮食消费上的差异来划分不同社
会群体。食物越稀奇越有地位，食
物越多越有面子。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人们通常
按照食物的品位和成本赋予其不
同的符号意义。越是稀缺和美味
的食物，在意义的等级系统中越是
占据较高的地位；反过来，那些寻
常的食物，只能在意义的等级系统
中获得较低的地位。而那些具有

“不寻常”意义的食物，只有在节假
日、贵宾到来、生命仪式等重要场
合才会被拿出来。

不论是显示经济实力的炫耀
性消费，还是和他人一比高下的竞
争性消费，抑或跟着潮流走的从众
性消费，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近些年来“吃喝风”盛行，铺张
浪费现象严重。这不仅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还对民众的身体健康造
成损害。更为关键的是，它加重了
人们的聚餐负担，败坏了社会风
气，对勤俭节约的传统道德形成了
冲击。

反对铺张浪费、倡导节约聚
餐的重点，就是突破虚荣的符号
消费，让饮食消费回归本位。

“文明餐桌”行动要形成持久
的约束力，需要制度、行动上的防
控，也需要积极倡导节俭美德，努
力倡导理性、务实的消费文化，还
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光盘行
动”就是一个标杆。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
“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透过食
物这个窗口，我们可以观察到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消费与文化的
关系。当我们在饮食消费时带着
对食物的感情、对劳动的尊重的
时候，“舌尖上的浪费”才会得到
有效遏制。

租住户停车权利
应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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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亲属违规获利”有赖于法制健全
□本报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新闻背景】日前，中国社科
院发布2013年法治蓝皮书，报告
称，过半公职人员和公众认为，应
责成公职人员亲属退出盈利性活
动。但调查显示，多数公职人员反
对将亲属的违规经营所得上缴国
库。（2月26日《新京报》）

公权庇护成近水楼台，成为获
取资源的筹码，势必打破平等的市
场竞争格局，有损资源配置的公
平。正因为此，“利益规避”——规
避自身、亲属经商获利，也就成了
对公职人员的要求。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不乏相
应的政策规定：在2010 年，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就对公
职人员亲属管理作了严格规定，

其中规定，不得纵容亲属以本人
名义牟取私利，不得为亲属经商
创造条件，亲属不得在本人管辖
范围内经商。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官员亲
属从事营利性活动并不罕见。以
亲属为掩体，将权力视作传送带，
暗度陈仓，实现私利繁殖，已成较
为隐蔽的腐败路径。

既得利益者总有徇私惯性，总
要对监督进行反向拉扯，让部分官
员“放弃衔在嘴里的肉”，有难度。

基于此，规避“亲属违规获
利”，需要更强效的制衡。可据了
解，目前对公职人员及其家属行为
的约束，过度依赖党纪与政策性文
件，系统性差，也缺乏张力，导致监
管虚置，震慑力有限。

尽管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

因亲属关系须实行任职回避；许多
文件也规定公职人员要申报亲属
经商情况、在管辖行业就业情况、
出国情况，但动辄流于形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文提出，要
加强对公职人员亲属的管理：对公
职人员亲属信息公开，将其是否在
辖区内经商等情况等公之于众，推
进廉政信息的共享；在推行财产公
示的同时，建立公职人员捆绑式个
人结算账户，实现对其资金的全方
位监管。

对公职人员家属而言，必要的
权利让渡，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需
要。若他们违规经营，应对公职人
员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当然，这有
赖于法制健全：对亲属的范畴界
定、对违规经营的责任追究等，都
应提上立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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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国统筹管理
化解第一代农民工养老危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据媒体统计，中
国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数量
已达3600万人。随着农民工年龄
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
的养老问题将日益凸显，而30年
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
在5年内集中爆发。（2月26日人
民网）

与欠薪、工作环境恶劣等现实
问题相比，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一直
被藏于幕后。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
渐老去，想抡锤却抡不动，想扛钢筋
却扛不起来的时候，养老便成为他
们乃至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虽然国家早已出台农民工缴

纳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完
全可以自行参保，只要连续缴费满
15年，均可在退休后领取一定数额
的养老金。

现实是，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
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行业和服
务行业，他们很少有精力去考虑自
己的养老问题，即使有参保意识，
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会
成为他们的大难题。

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对
参保缺乏信任，加之不少年龄较大
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入了保又退
保的人不在少数。在农民工聚集
的广东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
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
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

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可
以忽略不计。

可见，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性
必须被充分考虑。国家理应尽快
推动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
并轨工作，实现全国统筹。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是，目
前每月只有数十元的新农保基础
养老金，即使对一个生活在农村的
老人来说，是否能维持生计也是个
问题。

全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正在
进行，如何让得以确权并进行流转
的土地租金收益弥补养老金缺口，
或者国家财政更多地担起责任，让
参与城市建设却并未享受城市福
利的农民工老有所养，值得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