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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都 吕云兰

老人坐公交车经常会出现错
误。一次我坐 16路公交车回家，在花
园路转弯的时候，一个老人说：“怎么
6路车要转弯的呢？”我告诉她，这是
16 路，而不是 6 路。到长虹街路口，
老人只得下车。

老人坐错车，通常有这么几种情
况。一是看错车号，像上面那位将 16
路看成 6路。二是上错方向。老人不
熟悉路，只要看到要坐的车就上了，
结果南辕北辙。三是坐过了头。有
的上车碰到熟人，只顾讲话；有的思
想开小差，有的在车上打瞌睡，结果
就坐过了站。

老年人坐错车的原因，首先是马
虎，没有看清车号；二是经验主义，总
认为自己是对的，不问，不看。对于
老人来说，防止坐错车的方法还是有
的。首先要看清车号，老年人视力本
来就差，远看近看不一样，上车之前
一定要再看一遍车号。第二，一定要
搞清方向。不熟悉的地方可以问，等
车的时候先看看站牌上的行车线路，
是往哪边开的。如果还是弄不明白
方向，上车时可以向司机询问。第
三，为避免坐过站，要注意听车上的
广播，特别是临近下车的时候，不能
分心。

老人坐错车在所难免，其实，公
交车上的年轻人总是低头玩手机，也
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万一坐错车，也
不是大不了的事，老年人要心平气
和，不要有情绪，更不要埋怨司机，跟
司机争吵，什么事都没有安全重要。

老人如何防止坐错车

□ 莲都 林华斌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今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
凸显。然而，社会上依然存在大吃大喝铺
张浪费的现象。还有一些网络主播为了
收割流量，进行“云平台”暴饮暴食、铺张
浪费的“小丑式”表演。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虽然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关键时刻
还是有人丧失了“总开关”的作用。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节约意识的传承
与节约氛围的营造。

今年以来的严峻形势和应对实践深
刻表明：“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
危即是机。”所以，制止餐饮浪费，大力倡
导节约风尚，全力打造勤俭节约的文明社
会，就是我们当前最好的机遇。

那么，如何将勤俭节约新时尚历久弥
坚地坚持下去呢？

首先是弘扬好家风、好家训、好家
规。良好的家风家规家训中，必定有教导
后代懂得感恩、发扬传承、热爱劳动、关心

家庭等重要内容。“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
情”“三戒奢华，四宜慎食”“富贵子弟无成
者，失于姑息也；贫贱子弟易成者，习于严
束也。”这些字字珠玑的“训诫”，都无时无
刻在提醒大家行事低调，勤俭为荣。

其次，家长要做好榜样示范作用。一
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只
知道追求金钱、名誉、地位，将宝贵的精神
财富抛之脑后。因此，在每个家庭细胞
中，家长要做好勤俭节约的“先行官”，引
领后辈继承传统，弘扬美德。家庭风气好
了，整个社会风气自然好起来。

最后，将勤俭节约与劳动教育有机融
合，作为一项长期开展的必修课程。俗话
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劳动才有收
获，有收获才有享受。天上不会随意掉馅
饼，再美好的东西都是劳动所得。只有经
历过劳动的磨砺，汗水的洗礼，“粒粒皆辛
苦”才会成为永恒的记忆。

打铁要趁热。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一
切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好家风好家
训在回归，新课程改革在不断推进，只要
抓住当前的有利机会，勤俭节约好风气必
定蔚然成风。

将勤俭节约历久弥坚地坚持下去

□ 市直 一言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出台相关文件、
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整治浪费之风，
但一些地方餐饮浪费仍然存在，其中大型餐
馆、游客群体、商务聚餐等是餐饮食物浪费的

“重灾区”，而学生盒饭也有三分之一被扔掉。
这显然与我们所需要、所期待的社会风尚大相
径庭。如果任由铺张浪费在全社会蔓延，就有
可能积习难改、积重难返。当此之时，我们有
必要重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深刻意义，
让更多人自省自励、引为镜鉴。

制止餐饮浪费，要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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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
过在全社会培育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让勤俭节约风气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转化为
人们的具体行动、社会风尚，使之获得更为持
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让节约成为全社会的

“自然而然”。
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

立长效机制，打造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硬约
束”。各地应结合实践经验，加快推进专门法
律的制定，集中执法力量，形成部门联动态势，
织密法律保障网络。要针对机关单位、企业、
餐饮公司、学校等，精准设定监督主体，对浪费
现象采取警告、公示、训诫、罚款等多种手段，

完善惩治浪费的法律体系。
要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形成

鼓励勤俭节约的“软环境”。应把勤俭节约作
为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方面，纳入学生思想品
德课程教育体系中，同时，针对城市居民、商务
人士等群体，采取亲身体验、典型引领等方式，
让节约理念入脑入心，实现从“要我节约”到

“我要节约”的转变，让节俭节约成为一种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习惯和修养。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全社会大兴
勤俭节约之风，需要我们每个人把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付诸实践、见诸行动，更需要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让“克勤克俭”“戒奢以俭”的价
值理念真正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遏制餐饮浪费，依然任重道远

消费节约风
丰俭由人、理性消费，这

种务实的理念应该渗透进每

个人的生活，体现在餐桌之

上。在餐厅里，点菜节制、剩

菜打包不仅是老传统，也是

当下时尚的消费态度。

新华社图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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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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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制止餐饮浪费，大力倡导节约风尚，全力打造勤俭节约
的文明社会，就是我们当前最好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