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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气正过佳节风清气正过佳节

近日，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消费环境
令人担忧：崭新的羽绒服穿一次就“脱色”、“走
毛”，新鞋子没几天就“咧开了嘴”，假冒名牌大行
其道⋯⋯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群众的消费积极性，而
且制约了农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建设健
康有序的农村消费市场势在必行。

笔者建议，一是加强市场监管，重拳治乱，斩
断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的渠道，严厉打击制假售
假及欺诈行为；同时，将 12315 投诉和消费者协会
的维权职能从城区延伸到农村，建立起城乡一体的
消费维权网络，把维权工作做到农民家门口。

二是制定扶持政策，支持城市正规商贸企业经
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以城市店为龙头、乡镇店
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让更
多的优质产品占领农村消费市场，使那些劣质商品
在农村市场无立足之地。

三是加强农村消费宣传引导，提高农民识假、
辨假、拒假的意识，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
打、人人能打、人人会打的局面，让假货在农村无
处藏身。

（福建省泰宁县工商局 冯美应）

8 月 27 日《经济日报》特别报道版
刊登的《商道酬信 历久弥新》一文，报
道了“新甬商”结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和诚信体系建设，对本地“诚信经”加以
保留并发展，以诚信引领商业经济领域
的新实践，值得一读。

笔者认为，诚信的理念应完全融入
企业经营管理，成为每一位企业管理者
遵守的经营信条。一是加强社会信用
环 境 建 设 。 大 力 宣 传 像“ 鲁 商 ”、“ 甬
商”、“徽商”这样的诚信典型，推动整个
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二是开发利用好
企业信用资源。政府应积极探索信用
资源利用途径，把各种信用资源转化成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守信企业享受
诚信带来的各种红利，让失信企业无处
遁形，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讲诚信的自
觉行为。三是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考核力度。应将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纳
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进行考核，督促
企业主动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
企业客户信用评价体系，从源头上杜绝
失信行为的发生。

（湖北黄梅县 张 康）

企业应常念“诚信经”

8 月 26 日《经济日报》刊登的《煤炭
大省步入“燃气时代”》一文，报道了山西
省开发利用煤层气、天然气、焦炉煤气和
煤制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初步完成了由

“燃煤时代”向“燃气时代”的转型。此举
不仅有利于节能环保，而且给老百姓带
来了看得见的实惠和方便。

笔者认为，将煤炭转化为清洁高效
的气体能源，为解决我国能源紧缺、利用
率低下和环境污染问题开辟了新路，具
有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应该通过政策
和经济引导手段，大力推进煤制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的应用。一是加大政府投
资。新能源的相关设施如管道、加气站
等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没有政府
支持很难推广下去。二是出台优惠政
策，对相关清洁能源企业进行补贴，提高
其价格竞争力。三是要加强技术开发和
创新。不断探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
进工艺和技术，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提
高产品质量，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
强市场竞争力。

（江苏省新沂市 宁战宏）

清洁能源大有可为

8 月 25 日《经济日报》刊发的《分布
式光伏曙光初现》一文，分析了当前分
布式光伏发电的巨大潜能、未来发展可
能遇到的问题以及破解办法，读后令人
深受启发。

分布式光伏发电不仅能够有效提
高光伏电站的发电量，同时还能有效
解决电力在升压及长途运输中的损耗
问题。但目前分布式发电还处在起步
阶段，面临融资难、并网难、管理难
等一系列问题。

笔者认为，要破解光伏发电发展
中的瓶颈，首先政策要落实到位。当
前国家已出台了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扶持政策，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
尽快在税收、审批、融资、土地等方
面出台细化措施。二是需要电网公司
积极配合。应出台配套措施支持分布
式 光 伏 发 电 并 网 ， 提 高 并 网 服 务 水
平、加快并网速度。三是企业要主动
发展，积极探索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从而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实现持
续健康发展。

（江西石城县 邱有平）

光伏发电瓶颈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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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体育产业

编者按 中秋节和国庆节临近，一些读者来信表示，两节是幸福团圆的象征，应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防范过

节腐败，营造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近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劳动力外
出打工、经商，没有精力种田，造成一定数量的良
田粗放性经营，广种薄收甚至抛荒情况较为突出，
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另一面，农
村很多种田和养殖能手却因土地不够耕种，形不成
规模，影响了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为此，不少农
民反映，希望能以乡镇人民政府牵头，乡镇土地管
理部门经管，办一个土地介绍所，负责辖区内的土
地流转承包。

通过“土地介绍所”，外出打工、经商、无力
耕种或不愿耕种土地的农民，只需到“土地介绍
所”将面积、位置和转包价格等进行登记，签署正
规的委托书，便可由“土地介绍所”将其承包土地
委托他人代种，或流转他人耕种经营。若需要耕种
土地的农民，就可随时去土地介绍所申请，由其代
为转包或租赁。这样，外出的农民没有了牵挂，想
种田和养殖的农民又可及时获得土地耕种，有利于
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

（四川省夹江县 赵学富）

农民盼望有个“土地介绍所”

上图 9 月 1 日，北京市民正在选购简装月饼。中秋节临近，市场上天价月饼

不见踪迹，物美价廉的简装月饼受到顾客青睐。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右图 山东无棣县海丰街道八里小学以主题班会的形式，倡导学生以节俭、

文明的方式欢度中秋佳节。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上图 中秋前夕，江西省峡江中

学的学生举行中秋赛诗会。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近
日，中央再次重申，要遏制中秋、国庆期间
公款送月饼、公款吃喝、奢侈消费等不正之
风。这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
措，也是反对“四风”的实际行动。笔者认
为，应当通过建立机制，对节日腐败加以严
格防范。

一是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应突出
“三公经费”的预算，加强预算的绩效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严格财政资金
支出管理制度，认真落实财务会计制度，杜

绝“小金库”现象。同时，要严格落实报销
制度。

二是要建立政务公开机制。首先，要
以法律形式确立公民对国家机关财政支
出的知情权，为行使公民监督权提供基本
的法律保障。其次，要建立大额资金专项
公示制，主动公示大额资金使用情况。再
次，建立支付否决制，对于按规定应公开
而 未 公 开 的 支 出 项 目 ，应 问 责 相 关 责
任人。

三是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主动接
受社会对机关单位廉政情况的监督，对因

存在问题被曝光的，相关单位应当做好解
释与善后处置工作。接受上级机关的账
务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违纪的支出
行为。

四是要有刚性的追责机制。纪检监察
机关要通过明察暗访，对弄虚作假等违法
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迁就。要加强检查，发现过节腐败问题，要
严格追究责任，对于违法行为人，要依法追
究行政责任，对触犯刑律的，要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福建省尤溪县 林长煌）

用机制防范节日腐败

每逢节日，喜庆欢乐的气氛中总免不了
各种铺张浪费现象：高档场所吃喝，精装礼
物往来，把挥霍浪费当成阔气和有面子，造
成的浪费触目惊心，也带坏了社会风气。笔
者认为，在当下大力弘扬节俭之风，不仅是
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当前奢靡社会风气的
纠正。遏制浪费、节俭过节，值得每个人践行。

一是要树立节约过节意识。勤俭节约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也是我们

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是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我们要崇尚节
俭、反对浪费，把节日作为倡导节约、增
进友谊、促进团结的聚会。

二是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党员
干部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严格贯彻
八项规定，刹住“四风”。执行廉洁自律
的相关规定，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安排好
节日期间的活动。不搞利用公款相互走

访、彼此宴请活动。不送礼品、礼金及有
价证券，也不收礼、不出入高档消费娱乐
场所，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从
而促使社会风气好转。

三是创新欢度节日形式，通过短信问
候、网络祝福等增强交流互动，节日里回
家看看，吃个团圆饭，温馨祥和的节日气
氛比相互赠送昂贵礼品更有意义。

（山西农大信息院 丁海奎）

节俭过节需人人践行

中华民族重情尚礼，逢年过节礼尚
往 来 是 传 统 民 俗 。 然 而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和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 挥 霍 浪 费 现
象 有 所 滋 长 ， 奢 侈 享 乐 之 风 有 所 抬
头 。 特 别 是 每 逢 节 日 ， 无 节 制 地 消 费
更 是 造 成 了 无 端 的 浪 费 。 这 样 的 过 节
方 式 ， 其 实 是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市 侩 化 、
庸俗化。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现在生活好了，
收入多了，吃吃喝喝花的都是小钱，过节

就是要享受，再讲节俭不合时宜，把勤俭
朴素看作寒酸和小气，把挥霍浪费当成慷
慨和大方。殊不知，铺张浪费并不能带来
更 多 的 喜 庆 ，而 节 俭 却 能 预 示 未 来 的
美好。

笔者认为，应积极倡导节俭的消费
理念，让节日回归文化的本源。通过宣
传引导，让消费者了解传统节日的真实
内涵，传承文化传统，实实在在地过节。
如，清明节扫墓祭奠先人，端午节缅怀屈

原爱国情怀，中秋节归家赏月团圆，重阳
节 爱 老 敬 老 ⋯⋯ 而 不 是 在 吃 喝 上 比 赛
花钱。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
生活水平怎样提高，节俭的优良传统都
不能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每一位
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民族基
本的文明素养。让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
起，从每个节日做起。

（山东省高唐县 丁来刚）

让节日回归文化本源

大 家 一 起 节 俭 过 节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实习生 刘书琴

中秋佳节临近，不少读者来信呼吁，大
家一起抵制铺张浪费，传承节俭美德，形成
文明生活新风尚。

天津市宝坻区的王宗征认为，过节应
更注重体验节日内涵、感受节日文化、传
承优秀民俗，避免过度“吃喝”冲淡了节日
文化和节日气氛。如果把传统节日变成

“吃喝风”盛行、铺张浪费、庸俗奢靡，那么
就失去了过节原本的意义。应树立节俭
过 节 理 念 ，倡 导 节 日 合 理 、适 度 、绿 色
消费。

湖南省岳阳南湖学院的陈花认为，节
俭过节，反对铺张浪费不是某一个人的事，
也不是某个群体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节约的义务和责任。无论生活水平怎样提
高，节约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更需要
全民节俭，该花的钱省着花，可花可不花的

钱就不花，形成勤俭节俭的良好社会风尚，
理性、快乐、健康、俭朴过节。

山西省原平市的吉建平认为，中秋节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但随着生活质量的提
高，过节铺张浪费，甚至掺杂行贿受贿行
为，借节日拉关系、请客送礼，抛弃了节俭
的传统美德，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政
机关和领导干部形象，造成资源和国家财
产的浪费。政府及其相关单位应该以清廉
过节为突破口，倡导节俭过节，将节约之风
贯彻在工作的点点滴滴，落实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

湖南省益阳市的欧阳志在来信中认
为，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亲朋好
友之间赏月吃月饼，或者送礼表达情意，都
是节日的应有之义。但近年来，很多传统
佳节被异化成送礼的节日，不仅助长了奢
侈浪费，还滋生了行贿受贿之歪风。应自

觉摒弃奢靡之风，健康、俭朴过节。
不少读者认为，节日是否过得有意义

与花费多少、排场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同时
提出了许多节俭而又不失趣味的过节建
议。贵州省关岭县发改局的姚启超来信认
为，只要选对方法，小花费也可以过得很开
心。比如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月饼，与市场
上售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月饼相比，自己
亲手做的月饼肯定会更受欢迎，更有情趣；
也可以亲手为父母做上一顿晚餐，一家老
小共享天伦，子女尽了孝心，也体现了节日
万家团圆的本意。

河北省国网邯郸供电公司的郝思文建
议，与其过节期间送老人家贵重礼物，不如
平时多陪陪老人，真正关心他们的需求，用
心挑选老人真正需要的礼物，来表达孝心，
让他们舒畅身心。

山东省高青县农商行孙尤芳表示，中

秋月圆，本意是借“月圆”来促成“人团圆”，
可是送礼风气也在随之蔓延滋长，相互赠
送各种豪华礼品让不少人害怕过节。有的
人本来就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却迫于无
奈地收礼回礼，宁舍票子也不愿丢面子。
因此，应下大力气整治“人情风”，倡导亲朋
好友往来重在情，而不重在礼，回归过节的
人文内涵。

陕西省咸阳市的周荣光则提议，月饼
企业要拿出研究包装的劲头来研究原料
的改良，使口味更多元化。同时月饼包装
应实现环保、节能、低耗，杜绝过度包装；
或者将月饼与包装分开销售，让消费者在
选好月饼后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包
装。此外，还可以推出形状各异的月饼模
具和各种月饼原料，满足消费者自制月
饼的需求，送给亲朋好友浓浓的情意和
新意。

9 月 1 日，消费者在北京五棵松大集上挑选商

品，大集内的各种产品也同时在网上销售，市民可以

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选购各种名优商品。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随着中小学陆续开学，在中小学周边以提供午
饭、午间休息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小饭桌”生意再次
火爆起来。但据笔者调查发现，在“小饭桌”生意火
爆的背后，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小饭桌”多分布
于学校周围的居民楼内，房屋面积狭小，设施简陋，
一旦出现火灾等险情，消防安全无法保障。二是经
营行为不规范。“小饭桌”几乎都属于无证经营，没有
统一的收费标准，且食品质量无保证。三是部门监
管成“盲区”，监护责任不明确。一般家长只是和“小
饭桌”主办人达成口头协议，没有规范的合同来
约束。

笔者认为，“小饭桌”潜在的安全隐患不可忽视，
必须加强监管。一是消除管理盲区。工商、食品、卫
生等部门要加强校园周边“小饭桌”的登记核查，对
证照经营场地等内容进行逐步规范，对已登记的经
营者进一步完善登记档案，确保经营场所符合食品
卫生、消防安全等要求。对不具备经营资格的，要依
法坚决取缔，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要依法处罚。
同时，要强化合同管理，明确监护责任。

二是完善配套设施。相关部门应该联合执法,
加大力度整治不规范的“小饭桌”,增加正规的“小饭
桌”数量,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生活环境。同时，
通过实施中小学生“安全就餐工程”，解决学生吃饭
及食品卫生安全问题。

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动员社会力量对校园周边
“小饭桌”的经营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以利于工商、
卫生及相关行政部门及时查处违规违法行为，共同
维护校园周边秩序，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

（湖北省宜城市 杨明生）

“小饭桌”安全隐患应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