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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天价彩礼须激活善治乡村

本版责编 马洪超 原 洋 投稿邮箱 mzjjgc@163.com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

的精神风貌怎么样，要看乡风好不好，治理是否有效。解决农民群众的烦

心事，还得主要依靠农民自己，乡村治理要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就要挖

掘熟人社会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增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莫让不合理收费重来
郝冬梅

据报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娶妻必备的

车、房、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少则五六

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成为农村部分家庭

的沉重负担。乡村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背上

人情债。乡村治理要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

就要挖掘熟人社会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增

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

不少地区出现婚丧嫁娶讲排场、人情往来比

阔气现象，一些地方天价彩礼、攀比人情礼

金等不良风气盛行。这在城市里感受可能不

深，但对农民来讲却是很大的烦心事。不少

农民反映，人情往来成了人情债，传统风俗

渐渐变了味，天价彩礼让人直呼“娶不

起”，名目繁多的礼金让人“还不起”。

先说婚事，过去农村结婚只需在宅基

地盖房即可，成本也就 20 万元。近年来，

在县城买房有成为“标配”的趋势，价格

至少翻番。再说彩礼，行情从一两万元提

高到十来万元。在一些地区，有 15.28 万

元、13.14 万元等说法，皆有谐音寓意。还

有礼金，情感互动变成送钱为主。从升学

宴、生日宴，到“安慰酒”“保胎酒”，你

方唱罢我登场。不仅花样多，标准也高

了，一两百元已拿不出手。这些礼金大多

耗费在酒宴和堂会上，每个家庭最终都是

人情往来的输家。

刚 刚 公 布 的 2021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强

调，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其

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能光看农民口

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

貌怎么样，要看乡风好不好，治理是否有

效。毋庸讳言，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以

往制度规则的供给不足，一些做法存在效

率较低、失灵频繁等问题。尽管乡村社会

各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但天价彩礼“娶

不起”、豪华丧葬“死不起”、名目繁多的

人情礼金“还不起”等问题还大量存在。

正常的礼尚往来无可非议，毕竟人人会

遇到红白喜事，家家都有人情往来，但是，

借“人情”之名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铺张浪

费却要不得。乡村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背上人

情债。面对农村陈规陋习，必须旗帜鲜明地反

对、大刀阔斧地改革。约束攀比炫富、铺张浪

费行为，不是发几个文件或开几个会就能解决

的。文明乡风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也需要符

合农村特点的方式方法，必须出实招来破解

难题。

与城市不同，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

们大多“生于斯、长于斯”。虽然现在村庄

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村庄形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改变。解决农

民群众的烦心事，还得主要依靠农民自己。

乡村治理要达到春风化雨的效果，就要挖

掘熟人社会里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增强

乡村发展的软实力。一些地方，农民在协

商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有些地方建立了

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弘扬红白事中

的互助、友爱等习俗，同时明确可以接受

的 礼 金 标 准 ， 降 低 了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的

成本。

广沃乡野，璀璨文脉。农村问题之所

以复杂，就因为它是多维度的，乡村产

业、乡 风 、 生 活 、 生 态 交 织 成 一 个 有 机

整体，糅合着传统农村的情与理，夹杂

着现代社会的法和规。当前，我国乡村

正 处 于 从 传 统 社 会 向 现 代 社 会 转 型 中 ，

城 乡 关 系 深 刻 调 整 ， 乡 村 社 会 加 快 分

化，治理对象也持续变化，乡村振兴少

不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然要走善治

之 路 。 一 方 面 ， 要 大 力 发 展 乡 村 产 业，

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吸收都市

文明的精华；另一方面，也要塑造新时代

乡 村 精 神 和 乡

村 风 尚 ， 以 价

值 观 的 力 量 ，

为 农 民 赋 能 、

为乡村定规。

上市公司应上好“更名课”
周 琳

上市公司无端、频繁改名，只会损害公司自身商誉，降低投资者信任感，增加

投机资本炒作的空间。要严防少数心怀不轨的上市公司借更名蹭热点进行概念

炒作，监管部门除了应严格落实相关业务指引，还要继续加强改名的事中、事后监

管措施。

往年春节，餐饮业最火爆的

地方当属各家饭店的大堂，但在

“就地过年”的号召下，今年春

节期间很多饭店将工作重点从线

下搬到了线上，想出各种招数应

对新形势新机遇，在菜品创新和

就餐形式等方面花足心思。除了

越来越多的高级宾馆酒店加入线

上“年夜饭圈儿”，一些老字号

也不断拓展线上业务。在各大网

络订餐平台，各类快手菜、半成

品菜销售非常火爆。

借力线上平台，从单一的堂

食转变为堂食、零售“两条腿”

走路，这一新思路有望催生餐饮

行业新的增长点。不过，要让网络餐饮服务实现良好发

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要，必须在“量质齐升”

上下足功夫。毕竟，唯有行业发展更规范，消费者合法权

益才更有保障，也才能更好助力市场健康发展。

相关部门需积极作为。比如，为保障今年春节期

间消费者线上餐饮消费需求，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

台了餐饮服务企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

南，指导餐饮外卖电商平台积极与餐饮服务企业对

接，开设年夜饭外带点单专区等。这些举措不仅优化

了餐饮线上服务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

的消费体验。下一步，各地有关部门应加强相关工

作，助力餐饮业发掘新机遇。

行业需强化自律。以上海为例，据报道，“留沪过年”

带动消费诉求升温，而涉及食品和餐饮类投诉集中。比

如，投诉案件中，市民主要反映食品配送不及时、疑含异

物、价签不符、网上订送餐失约、年夜饭预订落空、提货券

不能使用等。事实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餐饮企业应

提高自我要求，增强守法与诚信意识，努力克服行业弊端，

这样才能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健康和经济发展，必须有强而有

力的市场监管作保障。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加强行业监管，

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开栏的话 在倡导

“就地过年”的背景下，

今年春节“年经济”热度

不减、年味十足。为进

一步解读评析春节消费

市场的优异表现，启示

各地做好相关工作、挖

掘经济增长潜力，经济

日报特推出“春节消费

市场面面观”系列评论。

最近，港股某家基础化工类上市公司发布公

告，准备改为某白酒相关名称。这事不免让投资者

联想起 A 股市场曾经的某烟花改名某金控、某鄂情

更名为某某云网、某丽来更名某州高铁、某冕木业

改名为某神娱乐等案例。

名字改一改，股价涨起来。用一个高富帅的“马

甲”来提振股价已成为部分上市公司成本较低且屡试

不爽的套路。尽管A股市场多年前就发布证券更名的

相关管理规则，近期也基本未现“奇葩”更名个案，但在

全市场注册制落地在即的关键当口，A股上市公司仍需

上好这堂意义非凡的“更名课”，严防少数心怀不轨的上

市公司借更名蹭热点进行概念炒作。

我国资本市场诞生以来，上市公司出于资产重

组、经营范围变化、突出品牌特征等原因而改名并不

鲜见。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虽然是上市公司的

自主权，但少数别有用心的公司从投机炒作、不当市

值管理等出发任性改名，主要目的并非出于并购重

组和实际业务变更需求，而在于注入拉升股价的题

材和戏码，再辅之以“财务技术”和资本炒作，最终还

是为了“收割”投资者的血汗钱。这样的奇葩改名，

不仅加剧了市场短期炒作风险，而且无益于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对其应严管和重罚。

“更名课”给 A 股市场的一个启示是，要严控部

分上市公司或拟上市企业借更名之机规避监管。

在注册制下，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更高，中介机构

的责任更大，企业出于正常的业务变更改名可以

理解，也有章可循，但若频繁更名规避现有的行业

规章制度乃至法律准绳，则必须给投资者一个交

代。比如，明明是金融企业，为何要改名某某科技

集团？明明是餐饮企业，为什么要换名“互联网”，

这些更名背后有没有涉嫌欺诈或隐瞒关键信息？

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或者拟上市企业有必要

给投资者一个有信服力的答复，这也是敬畏市场、

敬畏法治的题中之义。

“更名课”给 A 股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启示

显而易见。监管部门除了应严格落实已经发布

的上市公司变更证券简称相关业务指引之外，还

要继续加强改名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不给那

些借改名炒作的公司以可乘之机。一方面，要强

化事中监管，针对变更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证券交易所可以视情况采取要求公司改正、召开

投资者说明会、核查股票交易等措施；另一方面，

加大事后追责和处罚力度，针对那些违规改名、

炒作意味浓厚的公司，交易所应视情况及时予以

纪律处分或采取监管措施。

名称是企业的符号之一，但其代表不了上市

公司的真实业绩和管理实力，好名字的差公司并

不难找，名称平平的好公司也不少见。从长远看，

上市公司无端、频繁改名，只会损害公司自身商

誉，降低投资者信任感，增加投机资本炒作的空

间。任何改名行为都应当源自公司经营发展实际

需求，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反映公司主营

业务、商标或品牌等与公司经营特点有关的要

素。真正谋求长远发展的上市公司应跳出商业符

号的误区，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做优做强主业，力争

有朝一日因自身的优异业绩而声名远播。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意见》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水电气暖事关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但有

些不合理收费却困扰着民众。清理其中的不

合规收费项目，无疑是民生大事。据悉，此次

清理范围很大，仅在供水环节收费方面，就指

出要取消向用户收取“接水费”“增容费”“报

装费”，还有“开关闸费”“竣工核验费”“竣工导

线测量费”“管线探测费”“水钻工程费”等。

对于有些收费，老百姓也感觉“不合

理”，可是有些“不合理的收费”却是经过了

地方有关部门的审批，从法律角度看是“合

法的收费”。这些收费中，有的是部分地区

在安装、维护等环节服务收费的项目多、标

准偏高；有的是行为不规范，有企业利用掌

握并网验收的权力，指定施工单位、计量表

具型号、材料供应商等；有的是服务意识不

强、效率不高，让用户在申请报装、维修、过

户、缴费、开具发票等业务中，多次跑、多头

跑且周期长，用户咨询、投诉等问题不能得

到及时回复。这说明，要么是有些地方相关

部门在审批这些收费项目时不够严肃，要么

是没有认真贯彻落实“放管服”要求或没有

及时予以完善。

取消“旧的不合理收费”，还要防止“新的

合理收费”卷土重来，特别是要防止相关行业

换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进行申报收费。对

此，各地监管部门应及时跟进，加强监管，切

实让《意见》精神落地见效，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此奖励员工不可取
李 苑

春节刚过，一则骑手响应“就地过年”

号召却被平台“套路”的消息就传播开来。

某外卖平台为了让骑手过年留下继续工

作，设置了一个奖励活动，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 7 期单量，就能拿到 8200 元奖金。不过，

骑手在跑完前 5 期后，第 6 期的单量却大幅

提高，很多骑手表示很难完成，认为平台的

目的是少发或不发奖励。

涉事平台一开始回应称活动单量原本

就是浮动而非固定，更是引发骑手的广泛

质疑。受到媒体持续关注后，该平台道了

歉，表示会优化最后一期活动的单量设计，

让更多骑手能得到一定的奖励。

虽然这个奖励活动是“自愿参与”，该

平台最终也向骑手们道了歉，但是平台这

种“既要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的心

思，是单方面利用规则制定过程的不透明

性和主动权来“套路”骑手少拿钱多干活，

难免有蒙骗嫌疑，对骑手显失公平。

现实中，不少员工面对企业伤害自身权

益，因为担心会被辞退、维权过程漫长等原

因，往往选择忍气吞声。特别是在平台经济

众包用工模式下，员工的权益保障更有必要

及时跟上。有关部门应健全相关权益保障

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督促企业把员工劳动

权益保障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员工也要增

强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积极维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必须诚实守信

和有责任有担当。规则透明有助于企业建

立良好的信誉，实现稳定的预期收益和保

护员工的积极性；企业随意更改规则，会导

致最终结果出现偏差，难以形成企业发展

的凝聚力。此次事件中，平台在奖励活动

推出之初，如果能制定好规则并提前公布，

既有利于保障骑手权益，也能有效避免矛

盾的产生，最终形成企业和员工双赢。因

此，包括各类平台在内的广大企业，应进一

步敬畏法律、尊重规则，切实保护好员工积

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

乡村旅游要留住乡村味
王春萌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以

短途游、自驾游、家庭游为主要出行方式的

乡村旅游逐渐回暖，受到人们青睐，成为不

少游客出游的首选方式。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各地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为农民增收、城乡资源交换、农村经济结构

转型提供了新动力。但部分地区的乡村旅

游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把蜿蜒曲折的溪

流改造成宽窄一致的人工河，把形态各异的

森林修剪成规规矩矩的景观林，把层层叠叠

的梯田打造成横平竖直的人造地……人工

雕琢痕迹浓厚，失去了自然味。有些一窝蜂

“复制粘贴”，农家小院、稻田艺术、油菜花

海、大棚采摘成为“标配”，千篇一律，让游客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其实，乡村旅游的落脚点是乡村，乡村性

和本土性才是吸引游客的“制胜法宝”，应本

着立足乡情、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的原则，打

好“当地牌”，调出“本土味”，准确把握当地特

色元素，充分挖掘以居住地、服饰、饮食、礼

仪、游艺等为主的民俗文化，基于此推陈出

新，增加伴生产品和衍生产品，打造地域特色

浓郁的旅游品牌，确保乡村旅游“形神兼备”。

想要做好乡村旅游，可以把村民日常用

品制作成特色观赏品，合理设置安放点位，让

“旧貌换新颜”；可以全方位推介本地菜品，加

工土味美食，让游客吃出特色；可以盘活闲置

院落，打造不同类型的主题小院，吸引游客争

相打卡；可以适时发放旅游景区券，通过自媒

体开展互动传播，借助乡村网红力量，做到线

上引流、线下体验；可以挖掘讲述村庄的民俗

故事，让人们在游玩中感悟传统，在乡音中品

味乡愁，在休闲中享受快乐。

畅享云端
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春节假期（2月11

日至 17 日），移动互联网流量达到 357.3 万 TB，与
2020年春节 7天相比增长 23.4％。根据相关数据，
春节拜年、娱乐方式及消费模式继续向线上转移，

“云端过节”、网购年货等成为新潮流，拉动移动互联
网流量快速增长。“云端过节”等消费业态的改变，彰
显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步，对释放消费潜力、培
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大有裨益。 （时 锋）

图/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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