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假期，免不了走亲访友、外出聚餐。笔者
注意到，一些饭店内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客人已经结
账离席，可在餐桌上，刚动了几筷子的海鲜鱼肉，整
盘未吃了的饺子，大量吃不完的饭菜，被白白倒掉，

“舌尖上的浪费”又有回潮的迹象。如此惊人的餐桌
浪费，令人心疼，也让人不禁想起“光盘行动”。

4年前，由热心市民发起、餐饮企业加入的吃尽
盘中餐———“光盘行动”，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餐桌新
风，在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餐馆，大手大脚
浪费少了，适度点菜、剩菜打包成了一种风尚；在校
园、机关单位的食堂里，浪费粮食的“剩男剩女”少
了，盆干碗净的“光盘侠”多了；在一些政务接待场
合，大吃大喝被简餐、自助餐取代；国家旅游局号召
餐饮行业建立“节俭消费提醒制度”，“厉行节约，请
您光盘”的提示牌成了餐厅标配……“光盘行动”作
为一种民间节约践行，与“八项规定”互相呼应，得到
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光
盘行动”也因此成为了当年的新闻热词、网络热点和

知名公益品牌。
然而，不良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转变不可能一

蹴而就，“光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如今在很多餐饮
店，很少能见到“光盘”“反对浪费”的提示，曾经风行
的“半份菜”“小份菜”也悄悄地隐退了。对于餐桌上
的浪费现象，商家大多也是睁一眼闭一眼，顶多在顾
客点餐时给一些建议，缺乏推行“光盘”的动力。可
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尤其在一个讲究“面
子”和“人情”的社会里，浪费劣习有着很强的顽固性
和反复性。

一个浪费成习惯的公民，不可能涵养现代文明；
一个不懂得成由俭败由奢的社会，难以焕发出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我国的基本国情、资源禀性、贫困人
口数量、整体生活水平、持续发展要求，都不足以支

撑“摆阔气、讲排场、比奢华”。反对餐桌浪费，不仅是
因为国力还远未到富裕，更因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丢弃的传家宝。

“光盘行动”贵在持之以恒。杜绝餐桌浪费，把
“光盘行动”深入推进下去，需要再加一把劲。这需要
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张餐桌开始，让节约成为一
种文明、一种素养。商家也要讲究经济效益与节约并
重，为消费者真诚服务同时给予理性引导。主流媒体
更要积极介入，对“光盘行动”给予持续的鼓与呼，对

“舌尖上的浪费”主动监督，让珍惜粮食的观念深入
人心。要通过法律政策等多种措施，推动全社会形成
绿色生活方式。“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努力，

“光盘”就不会一阵风儿，就能以“光盘”助推绿色生
活新理念。

据《人民日报》日前披露，湖南省桃江县桃花
江镇财政所的副所长陈刚利用惠民资金过手的便
利，把手伸向涉及2万多农户的补贴资金。

见过贪婪的，没见过这么贪婪的！湖南省桃江
县桃花江镇财政所副所长陈刚大肆克扣惠民资
金，即便是两毛七分钱也不放过，6万多次截留好
似“雁过拔毛”，肥了自己，忘了党纪国法。更让人
感到担忧的是，类似的干部在湖南就有近8000名

受到惩处。基层干部往往手中权力过大，缺乏有效
监督。与此同时，基层贪腐多发的另一大原因在于
群众往往不懂得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雁过拔毛，
凸显出基层腐败官员的冷血和贪婪。对于这样的
官员，唯有依法严惩才能大快人心。人们期待，小
官巨贪的现象能够逐步减少。人们更期待，随着基
层法治土壤的改变，苍蝇难有生存之地！

(5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从2015年6月1日起，
为配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北京市
7大公园全面禁烟。而记者近日探访发现，由于个
别公园禁烟标志不明晰、保安缺少执法权和部分
控烟设施被闲置等问题，目前各大公园在禁烟中
仍旧存在难题。（5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世界无烟日连着国际儿童节，似乎是想提醒
人们，烟草的危害不仅发生在主动吸烟上，还发
生在被动吸烟上；不仅影响着成年人，也在事实
上影响着青少年。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来
在控烟上取得的成果。但有数据显示，2015年，我
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7 . 7%，其中男性吸
烟率为52 .1%，女性为2 .7%——— 这也从一个侧面
表明，整个社会在控烟上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在控烟上，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办法。
比如，我们对烟草广告提出了明确限制，对于烟
草包装也有明确要求，还出台了控烟条例。就目
前来看，能够采用的办法基本都采用了，而效果
一般。

目前控烟的重点还是放在烟民身上。无论是
苦口婆心劝慰烟民“不要抽”，还是出台规定要求
烟民“不准抽”，都是针对烟民的。正如我们知道
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同样很难
叫醒一个对烟草情有独钟的人。当然，不能说种
种劝慰和规定无用，只是相对于控烟的大形势，
其效果有限。这一背景下，更应该转变思路，把全
面控烟的重点，放在维护被动吸烟者的权利上。

科学研究早就表明，吸烟不仅是“自杀”，也

是“谋杀”行为。或许我们很难制止“慢性自杀”，但
我们完全可以制止“谋杀”。这些年来，人们越来
越接受消极自由的理念，这种“不让别人妨碍自
己的选择为要旨的消极自由权利”，是自由的底
线，也是文明的底线。被动吸烟的存在，从根本上
动摇了消极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免于
被动吸烟的权利。对此，比尔·盖茨就曾经讲过，
不吸烟的人有权反对被动吸烟。

出台控烟条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
保护免于被动吸烟的权利。但在事实上，保护还
远远不够，赋予被动吸烟者的主动权还远远不
够。所谓免于被动吸烟权，就是每个人不吸烟的
人不仅有权拒绝被动吸烟，而且可以对吸烟行为
进行强干预，并且对于权益受损可以提出补偿诉
求。如果能够张扬并且保护免于被动吸烟权，那
么被动吸烟者就可以对吸烟者，轻则提出道德上
的谴责，重则表达经济和法律上的权益诉求。真
要如此，吸烟者还会肆无忌惮吗？公共场所控烟
还会这么艰难吗？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也是最大
的烟草消费国。有资料表明，与2010年相比，现在
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居民
家中的二手烟暴露率，均有下降。这里并不否认
控烟的进步，强调的只是相对于吸烟的危害，进
步还远远不够。鉴于被动吸烟者的无辜，以及发
挥被动吸烟者的主动权，当前，更应该转变视角，
强调免于被动吸烟权，甚至立法保护免于被动吸
烟权。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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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该强调
免于被动吸烟权

□ 毛建国

《 山东曲阜一环卫工趴地上捡垃圾，感动
众人》的报道日前在央视《 新闻直播间》播
出。视频中，一位环卫工人趴在车下用手扒出
垃圾的照片更是感动了万千网友。短短一天的
时间内，这张照片引爆各大网站，引来网友纷
纷点赞，大家甚至称这位敬业的环卫工为“ 最
美环卫工”。

看了这幅照片，确实令人感动，他身上的
敬业精神值得各行各业工作者学习。但这位

“ 最美环卫工”已经62岁，按照现在的政策，
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应当在家安享晚年，而
他却依然坚持在环卫工这样高劳动强度的工作
岗位上。

对于“ 最美环卫工”，我们应该给予其赞
美和感动，但同时也应该为他们安度晚年多做
一些工作。首先，对环卫工的考核，应当更加
科学化、人性化，减轻环卫工的负担。其次，
保障环卫工的合法权益，提高环卫工的收入。
一方面，依法给环卫工购买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等基本福利，依法赋予环卫工享有充分的休
息权。环卫工在周末、节假日上路工作，应当
依法给他们发放加班工资。

作 者/ 张建辉

让“最美环卫工”

也能安享晚年
□ 何 勇

记者30日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已征收50多年
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被取消，此举可使我
国平均每度电价降低1分1左右。按全国销售电量计
算，可节约全社会用电成本约350亿元。(5月31日新
华网)

在广大民众的记忆里，电费似乎只有持续上
涨的事儿，降价则是非常新鲜的事。虽然降价额度
并不大，但降电价惠及所有民众，对家庭和企业都
有益处，其社会意义大于经济利益。

此次电价下调的现实基础，乃是取消了已征
收50多年之久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显然并非真
正的降电价，只是取消一项附加费罢了。而且，“电
价里附加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资金共有七项，其
中向用户直接征收的有六项，包括城市公用事业
附加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农网还贷基金等。”这六项共占电价
总额的6%左右。可见，如果把这些附加费都取消的
话，电价还有很大的下调空间。

目前，电价的费用构成并未统一标准，亦缺乏
公开透明性，虽然每次听证会都有市民要求公开
电价成本和费用标准，但都未能成功。从社会整体
利益考虑，应加快电力行业改革，取消所有不合理
的附加费，让民众和企业享受到更廉价的电。同
时，应探索电力市场化竞争模式，优先支持新能源
电力上网，促使能源供应结构更为合理，降低煤炭
发电比例，以保护改善环境、节约资源。

降电价的社会意义

大过经济利益
□ 江德斌

以“光盘”助推绿色生活新理念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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