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丽水市中山街北 126 号 邮编：323000 报价 月16.50元 零售0.80 元 投递投诉：2155747 发行中心：2121466 广告中心：2117788 印刷：丽水日报印刷厂

08杂谈·念白勺
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孙清霞 版面设计：朱骋远 编辑电话 2113719

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在物质生活开销费用大了起来的同时，向
精神生活方面投入也应增强。

注重精神生活投入，订份报刊也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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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以信为宝。人人都应将信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诚做人、守信做事，让讲信
用成为自己的不懈追求和自觉行动。

以信为宝

师生同吃一锅饭
蕴含的哲理

核心观点

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与人
民群众“同菜同质同价”“同吃一锅
饭”的决心和行动，心系人民，为人民
谋幸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 市直 一言

据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人民
银行办公厅下发通知，公布第三批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区名单，我市进入示范区建设名录。这
是我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丽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的有力佐证。可喜可贺！

信用应是生活中一种不变的处世态度和做
人的本分。在书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世上有
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讲得
很有哲理。其实，讲信用的人和感人的事，在我
们身边就有不少典型，如本报报道过的面对巨款
不为所动，将钱财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失主的丽水
泰隆“保安哥”张建明、用诚信做放心食品赚“良
心钱”做“良心事”的青田餐餐美食连锁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飞荣、身贫志不穷践行诚信美德的缙云
7旬低保老人丁土金⋯⋯一位位诚实守信的道德
楷模，让信用的价值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的良好态势正在形成。但毋庸讳言，诚信
缺失现象仍时有发生。从媒体报道出来的一些
突出问题看，有的失信者将互联网平台当成欺骗
消费者的避风港，搞网络刷单，虚假广告无底限，

误导消费者；有的“网红”产品诱导顾客排长龙，
“爆棚”人气的背后，实际上是通过夸大其词的宣
传甚至弄虚作假打造的；有的“良心”店家利用

“主动要求退货又退款”，一步步诱骗消费者上
当；还有形形色色的“低价游”“保健食品”⋯⋯防
不胜防的套路，让诚信碎了一地。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建设诚信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
迫切而紧要。

“信，国之宝也”“民无信不立”“与朋友交，言
而有信”“一诚足以消万伪”等古训，都在告诫人
们要诚实守信。信如纽带，是社会的“黏合剂”。
社会形成了诚信的风气，对人与人的交往来说，
相当于增加了无形的支撑，办事、生活大为便
利。没人看着，也不会闯红灯、乱扔垃圾，做买卖
也不会缺斤短两，节约下来的社会资源、管理成
本，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而且，由于大家都
诚信，有一两个说话不算话的，如同白衣服上沾
了墨点子一样明显，这就会形成无形的督促，使
其悔改。

以信为宝。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无论环境如
何变化，信始终是景行行止的道德品质，是安身
立命的道德标尺。“不能撒谎”“实事求是”“说到
就要做到”⋯⋯如此方为有信。人人都应将信用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诚做人、守信做事，让讲
信用成为自己的不懈追求和自觉行动。

□ 市直 程丽平

近日浙江日报和当地媒体报道了丽
水市 18.4万名师生“同菜同质同价”“同
吃一锅饭”的故事。故事里看到了 277
所供餐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全部实现师生
同菜同质同价；全市 18.4万名师生在同
一个窗口打菜、同一列队伍排队；所有的
学生都有机会与在校校长、老师同桌共
餐。师生同菜同质同价看上去是吃的问
题，所蕴含的却是教育提质新理念。

学生在学校吃营养餐一直在探索创
新。这不仅可以保证学生按时吃饭，吃
得卫生营养，而且是一件关系着少年儿
童的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影响着家庭
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大事。但是长期以
来，这件关系到民生的事情却存在一些
问题，一些有条件的学校采取承包方式，
收了钱却缺少管理；一些学校不具备设
立食堂的条件，餐食均是餐饮企业统一
配送，这都造成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提供
的餐食意见颇多。

今年年初，丽水市推进实施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师生同菜同质同价民生实
事，完善基础设施，加大对学校食堂建设
投入力度，配套推进 179 所用餐环境欠
佳的学校食堂“微改造”。进而实现师生
同菜同质同价用餐模式，这是丽水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真正体现出一切为了学
生、一切服务学生的教育初心，实现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这里虽然改变的是用餐
模式，实质上是教育管理理念的提升，是
一切为了人民的体现。“过去，校领导会
不定期来学生食堂陪餐，并抽查各项工
作情况，现在是教职员工全员陪餐，全校
老师每餐饭都和学生一起吃，有点小问
题马上就能看到。”食堂管理人员感叹
道。检查是一种管理，有时也有一定效
果，但怎么比得上天天陪餐来得更实在
呢。菜品是否新鲜，营养搭配是否合理，
学生用餐情况如何，一目了然。有老师
的陪餐，食堂管理、从业人员会认真做好
每一个环节，不断改善和提升校园饮食
质量。有老师的陪餐，可以帮助学生克
服某些不良饮食习惯，如剩饭、剩菜、不
吃主食、挑食、偏食等。

师生“同菜同质同价”“同吃一锅
饭”，看似是食堂微小的改变，实则体现
了丽水教育人对办好师生满意学校食堂
的决心，用心用情推进教育发展的情
怀。更进一步说，“同菜同质同价”“同吃
一锅饭”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人民
群众着想。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与
人民群众“同菜同质同价”“同吃一锅饭”
的决心和行动，心系人民，为人民谋幸
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 青田 吴昭立

如今，人们依托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钱袋
子逐渐鼓了起来，生活水平也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很多人在物质生活开销费用大了起来的同
时，向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也应加强。

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在增加物质生活
投资的同时，也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的投资，如花
钱订一份或几份报刊。笔者有位青田的朋友，他
是位退休干部，子女都在国外。为丰富精神生
活，他每年花钱订了《处州晚报》《浙江老年报》
《钱江晚报》《参考消息》等 8种报纸，坚持天天看
政治时事、经济建设消息、致富信息等。他说，订
几份报刊杂志看看，坚持老有所学，丰富生活，打
发日子，花点钱值得！

当下，像这位退休干部一样的人，能大方地
把钱开销到订阅报刊杂志上是明智之举。人们
在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之时，追求精神生活丰富多
彩，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的富有，是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更上一层楼之举。人们仅仅
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服，行得畅快，而忽视了
健康、充实、愉悦的精神生活，谈何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谈何人生丰富多彩和幸福？谈何愉悦

精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其实，增加精神生活开销，比如订阅报刊，虽然花
去一些钱，却增加了知识，了解了经济消息和致
富信息，可助推物质生活的富裕。近期笔者路过
一些商店，见有些老板在看《处州晚报》，原来他
们在报上看商品行情，看致富信息，商品交流动
态，其结果是做大了生意，做好了生意。可见花
点小钱，订份报刊，却得到挣大钱的收获。

然而，也有的人在物质富有的同时，却忽视
了精神生活的投资。如本来每一天只要省下买
几支烟的钱，就可订份报纸看看，可他却“懒得去
订报花那钱”；有的人给小孩买零食吃肯花钱，却
舍不得几个小钱给孩子订份少儿报刊。这种在
吃喝方面花钱大方的人，却对精神生活方面很
抠、斤斤计较的人，其实打错了算盘。愿这样的
人，把眼光放远一点，在精神生活方面，由“小气”
变得大方起来，增加金钱对精神生活的投入。

当下，正是新旧年交替之时，是订阅报刊的
适宜时期。近日，处州晚报刊发了“变化的媒体，
不变的初心”“变化的生活，不变的温暖”两则订
报广告，让人看了倍感温暖。愿我们身边的市
民，为不忘初心，为温暖生活，去订份报刊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