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后综合征”要不得
郑委

春节长假结束 ，
很多人的 “节后综合
征”就开始显现了，工
作打不起精神， 每天
迷迷糊糊。 因此，在上

班头几日，上班族们，尤其是机关干部就要及
时调整心态，投入到正常的工作中。

春节长假让身体紧绷的弦终于在假日中
得到了放松。长假里，吃喝玩乐，会亲朋好友，
原本比较规律的生活突然被打乱， 导致一旦
有严格作息时，人的精神就涣散，萎靡不振。
根据以往曝光的案例来看，“节后综合征”主
要表现为一些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人在岗位
上，心却还在游荡，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上班期
间坐立不安，甚至是随意迟到、早退，即使有
一些在办事的，在群众来访办事时也是敷衍、
推托，引起群众许多不满，令机关单位形象大
打折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节后头几日
的上班状态衡量单位日常抓作风建设力度的
大小。机关单位是为群众办事的，严格按照作
息时间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既是基本要求，也
是决定工作成败的关键。尤其是节后几天，不
能抱着“先过了这几天再说”的想法，一定要
自觉增强责任感和担当感， 迅速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以强大的自律战胜“节
后综合征”。

与此同时， 机关部门一要抓好节后 “收
心”教育，让每一位干部思想归位、工作到位，
迅速进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中。 二要加强检
查督导，督促各岗位负责人员明确职责，检查
各干部是否已按时到岗、认真履职，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是为全年工作打
下重要基础的关键节点， 各级干部需尽快从
“过年状态”中走出来，迈向“呱呱叫的工作状
态”，以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和工作热情投入到
新的一年工作中，树立起良好的工作氛围，确
保新年有新气象、新作为。

好家风才是最好的“风水”
宛诗平

现实当中，一些政府机
关摆设转运石、镇邪兽等屡
见不鲜，一些干部遇事总要
问问风水先生，一些人更是
围着 “大师 ”求其 “指点迷
津”。 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
群众问风水，种种迷信照出

了一些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的精神世界，给社会
风气带来不良影响，群众对此十分反感。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
开始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
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 廉洁齐
家。 ”笔者以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树立
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才能
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同时，对于领导干部
以及一个家庭来说，只有以修身做人作为立身
之本，将诚实做人、勤俭持家作为基本美德，经
过代代传承，形成好的家风，让好家风成为一
个家庭最好的 “风水”， 才能孕育出好的作风
来。

好家风从哪里来？ 从坚定的信仰中来。 古
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
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信仰、信念、忠诚是共产
党的根本、元气和主心骨。 90 多年来，我们党
之所以能由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更大胜
利，主要是因为我们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
价值和信念， 产生了无比强大的信仰力量、理
想力量、纪律力量。一名共产党员，有了对马克
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有了对共产主义的永恒理
想，“钙质”就不会流失，骨头就硬，就知道“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明白“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谁”。

在树立好家风方面， 我们更应该向革命
前辈学习。 毛泽东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
格谨慎，他教育家人不要搞特殊化。 建国初，
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 毛泽东对此坚
决不同意。 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
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 周恩
来曾制定十条家规，其中“来者一律到食堂排
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
由我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
不得用招待券；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等规定
十分具体，要求十分严格。 陈云在建国初期担
任中财委主任， 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
工作。 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
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
过一次车。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
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健康，社会肌体才
会正常。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要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心系
群众、挂念民生，带头弘扬遵纪守法、艰苦朴
素、自食其力的家风，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
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切实承担起家庭
责任，教育好家人，不让家人利用自己的身份
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更不能为他们谋取不
正当利益，或是为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充当保
护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家风，并以好
家风涵养社会风气，让好家风成为自己和家庭
源源不断的最好的“风水”，让好家风护佑自己
干干净净做人、平平安安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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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之变折射时代变迁
主持人：为了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同时也为了一家人能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吃

好丰盛的团圆饭，新年是一定要置办一大批年货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
步、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大家置办年货的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您对此有什么感受？

记得小时候过年， 除了亲戚
朋友们会互相赠送腊肉、 粽子等
各类年货外， 年前几天还是要提
着大包小包到批发市场大肆采购
糖果、坚果等各类年货。拥挤的市
场、熙攘的人群、各种叫卖声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是天晴那
也算还好，如果适逢下雨，泥泞的
湿地混杂着大家焦灼的哄抢情

绪， 那滋味， 似乎也不那么甜蜜
了。然而，近几年年货置办方式的
不断更迭，给了家人们新的体验。
近年来，家族里的 90 后已陆续参
加工作， 渐渐有了为家里分担的
经济实力。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的
兴起，网上购物成了热潮，我们无
需再去争抢线下的年货， 只要点
开网购平台，手机点一点，就能将

各色海内外年货一“网”打尽。 现
在只要坐在家里“拆包”，就能深
切体会到年货带来的喜悦。 年货
置办的方式不断变化， 体现了人
们物质生活的不断充盈， 也给传
统年俗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唯一
不变的是老百姓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期许， 以及对于团圆幸福的期
待。

主持人：“爆竹声中一岁除”，燃放烟花爆竹曾是春节不可或缺的记忆。 但是，近年
来，中心城区由限制燃放升级为全面禁止，禁燃区域范围逐步扩大。 您小时候放过烟花
吗？ 喜欢这种改变吗？

在中国，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
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让我们的春节更加热
闹，更加喜庆，更有趣味。 孩童时
期， 每年都期待着能够在春节的
那几天与小伙伴们欢乐地燃放烟
花，切磋燃放技巧。 虽然烟花爆竹
能给我们带来不少乐趣， 但是其
造成的环保、 消防等负面效应不
断显现， 要求禁燃禁放的呼声越

来越强烈。 为了让大家能过上更
健康、更文明、更祥和的节日，不
少地方政府包括我市决定： 一些
城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春节也不例外。 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 不仅能大大减少有害气体的
排放， 给大家一个清新舒适无污
染的春节空气， 大大降低了呼吸
道疾病的发病率， 还能减少巨大
的噪音， 让平时辛苦工作的人们

可以安心休息， 保证充裕的睡眠
时间。 最重要的是，每年因为燃放
烟花爆竹导致的烧伤炸伤等事件
多得令人胆战心惊。 禁燃烟花爆
竹后， 就直接杜绝了燃放烟花爆
竹时所埋藏的安全隐患。 可见，禁
燃烟花爆竹不仅大有必要， 而且
必须执行。

主持人：春节团圆，过年回家，是中国传统的年文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
关，大家都往家赶，在家过一个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春节。 您觉得这方面有没有年俗的
变化？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悄然而
至， 约定俗成的过年习俗随着时
代的变化也在变化中。现在，很多
人不会一整个春节都呆在家里，
而是选择出门旅游。 有的到南方
沙滩晒太阳， 有的到北方感受冰
雪。 但是，随着乡村旅游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乡村走。 离

开平时工作的高楼大厦、 雾霾天
气，到乡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品
尝农家美味，不亦美哉。我们家近
几年都是以这种方式过春节的。
我们去了大洋、大源等集镇，这些
地儿的小城镇建设成果显著；去
了美丽舒洪，这里有仁岸古村、有
缙云爽面博物馆、有大岩洞景点，

当然还有小仙都， 在农家乐打麻
糍、做烧饼、包水饺，一家人一起，
做最简单的美食， 享最快乐的山
乡野趣。 乡下游可以让全家人身
心愉悦、领略乡下不同风采，可以
尝尽农家美味， 也是很时尚新潮
的。

主持人：春联，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 当人们
在自己的家门口贴上春联的时候，意味着春节正式拉开序幕。 现在，我们仍然沿袭着这
个年俗，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是不是也有了一些改变呢？

过年前， 家里只要一贴上红
红火火的对联，春节特有的祥瑞、
喜庆、热闹、欢快的气氛一下子就
渲染出来了。 可以说，贴春联，是
我们中国人注重春节礼仪的表
现，是我们永远不变的年俗。但春
联也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
都在发展变化，虽然形式、意义没
变，但对联的纸质、书写的方式、
获得的途径等，都发生了变化。

上个世纪以前， 我们中国人

家里张贴的春联， 是每家每户特
制产品，纸质长短大小不同，字体
不同，形式多样，各有情趣。 小时
候， 我家总是邀请邻村毛笔字写
得不错的大姑夫书写。 春联上的
字词， 一般从当年购买的崭新的
日历本里选， 但也有自己根据愿
望现编的。 进入新世纪后，春联被
商家无孔不入的商品推销利用，
成为商家春节时的附赠商品。 这
种纸质长短大小一样、字体相同，

可说是千篇一律的对联，漂亮、醒
目、方便，成为新世纪中国人过年
的一道特殊风景。 2010 年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很
多知名书法家为基层百姓免费书
写春节对联， 成为各地文化主管
部门送文化下乡时的一项主要内
容。 这些春联，字体漂亮、内容不
同， 为我们国人春节注入了不同
的审美情趣。 可喜可贺！

主持人：过年的年俗里面，我们最注重的应该是年夜饭了。 一年到头，就是希望在大
年三十吃顿团圆饭。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特别有讲究的团圆饭，才算是过年。 但是，
时代在发展，这个习俗是不是也有所变化？

我就说说自己家的年夜饭 。
我爸妈都出生在 1958 年，那个年
代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好的一顿
饭。 平时外婆手紧得很，不肯多用
一滴油，过年时，似乎一下子大方
起来，年夜饭有炸丸子、黄豆猪皮
冻、红烧鲤鱼，还有香喷喷的大米
饭，这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 这时
候的年夜饭几乎见不到绿色的

菜，大荤一片。 后来，物质丰富了，
人们的年夜饭越来越丰盛， 除了
鸡鸭鱼肉，海鲜也非常常见。 最近
几年， 我们几家人又一起去饭店
吃年夜饭，既可以美餐一顿，而且
可以免去洗碗刷盘的麻烦。 预订
年夜饭一般要提前一两个月，可
见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去
年开始， 家人觉得在饭店吃年夜

饭面临着“花钱多、套餐单一、大
厅人多喧哗、停车难、缺少家的氛
围”等问题，就开始提前预订年夜
饭外卖，这些外卖都是半成品，方
便省事，只要在家简单操作，既可
以吃到美味年夜饭， 又享受了安
坐家中迎接新年的那种温馨氛
围。

主持人：以前的春节，大家聚在一起，娱乐方式比较单一，就是看电视节目、喝茶聊
天或者是打牌等，近年来，大家的休闲方式是不是变得更丰富了？

春节无疑是中国人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
迁，年文化也在悄然演变。 以前，
人们过年的休闲娱乐方式主要
是在家里看电视，而且电视节目
比较匮乏，后来网络时代 ，大家
开始玩手机电脑等。 但是，现在，
我觉得娱乐方式真的变得丰富
多彩，也变得更加健康了 ，这也

体现了中国人消费结构的变化。
看电影是大家目前喜欢的休闲
方式之一，从春节市区各大电影
院都是人满为患可以看出来。 旅
游过年也逐渐走俏，我的一位朋
友今年春节就和女儿一家人去
海南。 据了解，国人春节最喜爱
的旅游方式是 “北上赏冰雪，南
下享阳光”， 这新时代的年味儿

真是有国际范了。 另外，乡村春
晚的形式很好， 大家一起上
舞台，既热闹又健康，还推
进了乡村旅游， 鼓了
钱袋子。

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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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过年， 是中
国 人 一 年 中 最
盛 大 的 传 统 节
日， 我们常常以
一系列约定俗成
的仪式化内容来
体现年味， 比如
放 鞭 炮 、 贴 春
联 、拜年 、祭祖 、
给孩子包压岁钱
等。 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 年俗
又在不断变化 ，
比如有些实体红
包 变 成 了 电 子
的 ， “ 父 母 在 不
远游” 变成 “父
母 在 一 起 游 ”，
出门去吃年夜饭
等等。 种种变化
反映了时代发展
的特征 ， 但是 ，
不管怎么变 ，最
终体现的还是中
国人追求团圆幸
福的美好愿望 ，
这也是春节的核
心价值。

主持人：潘凤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