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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是国家发展、社

会进步的精神需求和实际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的 重 要 内 容 。 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厉 行 节 约 、反 对 浪

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批示，

反复强调，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掉，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务必狠刹奢靡之风、浪费之

风，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不达目的不能轻言收兵。中央还

专门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做好党

政机关节约工作、遏制浪费行为作出了刚性规定。这些

充分表明了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吹响了倡导

全民节约的号角，发出了向铺张浪费宣战的动员令。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在全社会深入开展节俭养

德全民节约行动，大力倡导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

念，努力营造节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一、把 开 展 全 民 节 约 行 动 作 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全

国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制定

并带头执行“八项规定”，为全党全社会树立了学习榜

样。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坚持从严从简、动真

碰硬，规范公务接待，严管公车私用，精简节庆会议，治理

豪华文艺晚会，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大大降低了行政成

本，有效遏制了“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

里的歪风”。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宣传中央决策部署，充分

报道全社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实际行动，褒扬节约典

范，曝光浪费典型，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广大人民群众

响应号召、积极参与，自发兴起“光盘行动”，自觉抵制铺

张浪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在节俭节约方面，社会上还

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和行为，有的还根深蒂固。在思想认

识上，有的把“节约”当“落后”，把“奢侈”当“时尚”，认为

好日子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花”出来的；有的认为超前

消费是市场经济理念，小农经济才搞勤俭节约；有的

“面子”思想作祟，只要面子不要“里子”，打肿脸充胖子。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花财政资金大手大脚、搞城市建

设贪大求洋，甚至换一任领导就搞“兜底翻”，反复规划、

重复建设；有的机关单位长明灯、长流水，铺张浪费非常

严重。在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浪费触目惊心，白花花的

馒头随手就扔，“人情消费”泛滥，份子钱越随越多；有的

地方婚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炫富斗富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思想和行为，不仅浪费物质财富，更败坏社会风气，

腐蚀民族精神。

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节俭节约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价值追求，无论在国

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在物质条件相对改善、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观念与物质匮乏年

代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倡导节俭节约，建立健康的消费模

式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尤

为重要；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改变、资源约束

趋紧的背景下，倡导节俭节约，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对

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在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倡导节俭

节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对于构

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尤为重要。可以说，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节俭和浪费的态度，折射出其价值标

准和文明程度，昭示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景。要

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高度，深刻认识

节俭节约的重大意义，把开展全民节约行动，作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坚持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相结合，

坚持开展集中活动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动员每个人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使节俭节约理

念真正转化为人们的习惯思维和日常行为，成为全社会

的良好新风尚。

二、加强宣传教育，使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风气需要培育，文明需要教化。节约风尚的形成和

巩固，离不开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要大力加强节俭节

约的宣传，普及节约的知识和技术，培育崇尚节约的文

化，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形成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风气，增强全社会对节俭节约的认知认

同和自觉自律。

加强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教育。中华民族自古崇尚

节俭，视节俭节约为美德善行，视铺张浪费为败德丑行。

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先贤对此有过精辟论述。比如，孔子

提倡“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标准，诸葛亮教育后人“静

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告诫当权治国者“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明代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说：“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民间，

“紧紧手、年年有”、“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冲沙”

等节俭俗语，老百姓几千年口口相传，作为家风家训代代

奉行。这些都是开展勤俭节约宣传教育的丰厚资源。要

充分挖掘整理中华传统文化中饱含哲理的节约格言、富

有教益的节约典故，结合现代社会实际进行提炼，激活其

生命力，赋予其鲜活的时代内涵，使人们在传统美德的熏

陶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加强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教育。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是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

性、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法宝。我们党是穿

草鞋、着布衣、吃红米饭夺取天下的，是咬紧牙关、勒紧

腰带、与人民同甘共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也是坚持

勤俭办一切事业来推动改革开放的。可以说，我们党的

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历史。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经济社会如何发展，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都不

能忘、不能丢。要大力宣传我们党励精图治、勤俭建国

的光辉业绩，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节

俭节约的感人事迹，宣传雷锋、焦裕禄、杨善洲等先进典

型勤俭节约的模范行为，教育引导人们从中汲取精神养

分、获得前行的强大力量。

加强基本国情教育。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

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据统计，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我国人均淡

水占有量仅为 1/4，人均耕地只有 40%左右，45 种主要矿

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一半。我们是在资源能源短缺、

环境压力凸显、贫困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抓发展、搞建设

的，铺张不起，浪费不起。必须始终坚持勤俭节约、艰苦

创业，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加强国情教育，讲清

楚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讲清楚节俭节约是科学

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引导全社会认识到

过去生产落后、条件艰苦需要勤俭节约，现在经济发展、

生活改善同样需要勤俭节约，将来目标实现、梦想成真仍

然需要勤俭节约，牢固树立节约意识，始终做到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开展全民节约宣传教育，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

方式，形成规模、形成声势，把节俭节约的氛围造得浓浓

的。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组织各级各类新

闻媒体开设专题专栏，运用言论评论、通讯报道等多种

方式，广泛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主题宣传。现在，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已经进入了

一个“微时代”，要适应“微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广泛

运用微博、微信、微视、微电影等方式，在网上唱响节俭

节约的正气歌。要发挥文艺作品的感染熏陶作用，坚持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节俭节约的理念贯穿到文艺作

品的创作生产之中，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寓教于乐、

润物无声地教育引导群众。公益广告是宣传节俭节约

的有效载体，要继续制作刊播一批导向鲜明、品味高雅、

创意新颖的公益广告，生动形象地宣传节俭节约理念。

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宣传生产建设领

域通过科学规划、科技创新节约能源资源的先进经验，

宣传日常生活中节俭节约的先进典型，引导人们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做节约美德的传承者、节约风尚的践行

者。同时，要强化舆论监督、社会监督，曝光一批铺张浪

费、奢侈奢靡的典型案例，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加大舆

论谴责、责任追究和惩戒处罚力度，形成浪费可耻的强

大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

三、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形成全民
节约、全面节约的生动局面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全民节约重在实践、贵在行

动。在全民节约行动中，要精心组织和实施系列主题实

践活动，广泛开展全民性的节粮、节水、节电、节约钱物等

活动，把节俭节约的理念落实到生产建设各领域、体现到

社会生活各方面，增强人们节俭节约的实践能力尤其是

自觉践行能力。

广泛开展生产建设领域的节约主题实践活动。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建设领域的

投资项目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不注意节

俭节约，造成浪费现象，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要精心

设计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各地各部门自

觉把节约的要求体现到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安排、各

类项目布局、建设工程设计之中，坚决防止因规划不当、

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现象。具体到一个行业一个企业，

要引导干部职工通过创新经营管理、优化生产流程、强化

成本控制，最大限度地遏制“跑冒滴漏”现象。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节俭节约的重要驱动力。要引导企

业加强科技创新，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

料，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利用效率，减少损失浪费。要科

学制定节约指标，严格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方面的标

准，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财税、价格、金融等激励办法

和惩罚措施，形成奖优罚劣的政策安排。

广泛开展社会生活领域的主题实践活动。积羽能沉

舟，滴水可成河。细微浪费积累起来就是惊人的损失，点

滴节约汇聚起来就是巨大的财富。要紧密联系人们的日

常生活，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强化每

个家庭、每个人的节约意识，把节约融入到衣食住行、婚

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

精心组织好节粮的主题实践活动，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

堂和各个单位食堂、餐饮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

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每个家庭抓起，提倡“光盘”、拒绝

“剩宴”。当然，倡导全民节约，不是反对正常的、健康的

消费，不是让大家当“苦行僧”、过苦日子，而是培养科学

理性的消费观念、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四、重点抓好面向党员干部和青少年
的节约活动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节约风气的形成，党政机关和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领导率先垂范、带头节

约，群众就会自觉跟上来。反之，则会助长铺张浪费之

风，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要结合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整改落实和正在开展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对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进

行大扫除。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好具

体措施，扎紧节俭节约的制度篱笆，筑牢防止浪费的制度

红线。要大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把节约的理念贯穿

到机关的经费管理、出差出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

活动、办公用房、教育培训、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精打细

算、严格把关，管好“钱袋子”，过好“紧日子”。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

三实”的要求，加强党性锻炼，提高道德修养，保持健康的

生活情趣，修身律己、带头节约，更好地展示为民务实清

廉的良好形象。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节约意识的树立、节约美

德的养成，必须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现在的青少

年赶上了好时代，很多人缺乏对艰苦生活的感受、缺少对

节约观念的认知。要把节约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课外实践之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

动，引导青少年强化崇尚节约、厉行节约的思想观念，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加强青少年节约习

惯的实践养成，组织青少年参加节粮、节水、节电等体验

活动，从节约一粒粮、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养成

节约的好习惯。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深得民心、利见长

远。要以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扎扎实实抓好全民节约，在全

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节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刘奇葆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从大连
市委、市政府获悉：大连市近期
出台会议管理办法，将一年中在
本市召开的全部会议分成 4 大类，
并推出相应的分类管理规则，简
化会议程序，力倡勤俭节约。

管理办法对地方党委政府等
部门 4 大类会议的参会人数、天
数、工作人员数量、简化会场布
置等均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办法
要求，各类会议凡能在机关会议
场所召开的，不另租场所召开；
一、二类会议如必须住宿，不得
安排高档套房，三、四类会议不
得安排食宿和宴请活动；严禁在

高级饭店和旅游风景区饭店召开
各类会议。该办法同时要求，市
委、市政府原则上不临时动议召
开全市性工作会议，并规定每年 8
月不召开全市性大会。

此外，该办法还明确规定，
传达部署类工作会议一律以电视
电话、网络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行业性表彰工作以通报形式进行，
不召开专门会议；在会议经费管
理方面，要求在“会前预算、总
额控制、包干使用、超支不补”
的基础上，一、二类会议经费在
财政会议经费预算中列支，三、
四类会议经费由会议承办单位在
部门预算公用经费中解决。

大连会议分类促节约

严 禁 高 级 饭 店 里 开 会

左图 5 月 25 日，

市民在太原市平阳路一

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取

车。山西省太原市公共

自行车于 2012 年 9 月正

式投入使用，截至目前，

共开通服务点 1120 个，

投入自行车约 3.5 万辆，

公共自行车租骑总量达

1.2亿次。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本报北京 5 月 27 日讯 记者王晋报道：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携手中国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圆
桌成员企业，日前宣布 2014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
即将启幕，将联合零售企业，倡导广大消费者绿色生活、
智慧消费，从消费端推动生产企业实现可持续生产。

今年的“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将于 6 月 1 日
至 7 日举行，由行业协会、国际环保组织、知名连锁零售
商及包装制造企业联手推动，参与活动的零售品牌有大
润发、沃尔玛、宜家、永旺、国美电器等，主题活动有“优选
可持续海产品，保护蓝色海洋资源”、“小包装，大作为”
等，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近 500 家连锁门店。
今年主办方不印制大量宣传册，以微信等无纸化方式向
消费者推广可持续消费理念和产品信息。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2014 年 MSC（海洋管理委员
会）可持续海产品消费宣传周”将同步举行。

零售业联合倡导绿色消费

推 动 企 业 可 持 续 生 产

本报北京 5 月 27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由民政部
指导，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主办的“旧衣零抛弃——品牌服装企业旧衣回收活
动”将于 6 月 15 日在北京启动。波司登、箭牌等企业
将参与首次回收活动。活动为期一个月，届时广大居民
可以携带相应品牌或品类的旧衣前往这些企业在北京的
30余家回收门店进行捐赠。

“旧衣零抛弃”活动旨在引导消费者践行低碳和节俭
的生活方式。据介绍，我国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产生
2000 万吨左右废旧纺织品，如果全部得到回收利用，年
可提供化学纤维 1200 万吨、天然纤维 600 万吨，相当于
节约原油 24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000万吨。

“旧衣零抛弃”活动 6 月 15 日启动

引导低碳节俭生活方式
5 月 23 日 ， 广

东 省 中 山 市 的 一 场
婚 礼 ， 豪 华 的 排 场
令 人 咂 舌 ： 新 娘 全
身 穿 戴 了 重 达 几 十

斤的黄金配饰，光金手镯就挂了 70 只，新郎脖子上
则重叠佩戴了七八条金项链；举办婚礼的酒店停车
场豪车云集，其中不乏保时捷、法拉利等。

近两年，一场又一场“土豪婚礼”在广东各地
不断上演，一次次遭到人们集体吐槽，然而，当地
一些人在婚礼上“拼风光”的风气却未曾稍减。

端午节将至，又是婚庆高峰，记者在广州一些
大型黄金饰品店了解到，婚庆用的金戒指、金镯
子、金项链十分抢手，很多顾客购买起来都是只看
款式、不问价钱，一掷千金。

豪华婚礼到底风光了谁？记者在广东东莞市一
家高档酒店的婚宴现场进行了采访。来自当地麻涌
镇的新娘阿燕家境中等，手腕上也戴了十几个金手
镯。“主要是爸妈觉得有面子。其实沉甸甸戴着挺
累的，婚礼过后这些金饰也不可能戴出去，只能是
搁在保险箱里了。”阿燕说。她告诉记者，本地人
嫁女，佩戴的金饰越多，娘家就觉得越风光，这些
金饰多半都是娘家阿叔、阿嫂等亲朋好友所赠，婚
礼上戴着也是表示对亲友的尊重。不过，年轻一代
人的观念已经开始改变。阿燕的同学中就有人跟父
母提出，要办一个节俭、时尚的旅游婚礼，但父母
的回答是，“旅游结婚也可以，但先得风风光光把
传统婚礼办了。”

对于广东婚庆中崇尚金饰的这种现象，中山大
学民俗专家叶春生认为，这本来是民俗，但戴得太
多就成了炫富，不值得提倡。叶春生介绍，岭南地
区有在新娘出嫁时送金饰作为嫁妆的习俗，寓意女
方今后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嫁到男方家之后不会
吃苦。但是，一些女方家族送大批黄金首饰做嫁
妆，说到底还是为了讲排场，讲面子，这种炫富是
不值得提倡的。“还是要量力而行，合适就好，送得
太多反而显得俗气，其实并不风光。”叶春生说。

豪华婚礼并不风光
本报记者 郑 杨

右图 日前，顾客在武夷山一家茶叶商店选

购简装茶叶。

武夷山市纪检部门加大中央八项规定的执行

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措施，引

导人们崇尚节俭。过去几千上万元的高档礼品茶

和奢华的包装茶逐渐受到冷落，经济实惠的简装

茶叶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