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近日， 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在国庆长假期间推出
的 “一元午餐” 引起热议， 不少网友给出 “良心景
区” 的评价。 据了解， 从国庆长假第一天开始， 位于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的国家5A级景区老君山就推出
了 “一元午餐”， 游客只需花一元钱， 就能买到包含
一碗糊涂面 、 一根烤肠和一个馒头的套餐 。 此外 ，
“一元午餐” 售卖处没有收银员， 只设有一个收款箱，
全程采用 “无人值守， 自觉投币， 自助找零” 的方
式。 （10月5日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一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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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驴友探险怎能“说走就走”

■世象漫说

工会家访工作既要改进更要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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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让不文明者
付出应有的代价

家访工作要 “走路 ”，更要
“走心”。干部用“走心”换取职
工的“安心”、“开心”，才是新形
势下坚持家访工作的“核心”。

□张刃

■每日观点

国庆结婚扎堆
莫成节日负担

“老字号”要靠创新找出路

李红军： 国庆黄金周已经结
束 ， 对于上班族来讲 ， 不 管 你
这个黄金周过得如何 ， 都将面
临着重回工作节奏的现实 。 过
节原本是为了放松心情 ， 养精
蓄锐 ， 更好地工作 ， 到头来把
控 不 住 自 己 ， 搞 得 身 心 疲 惫 ，
严重影响工作， 得不偿失。 上班
就是上班，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
由散漫， 首先从心理上要调整好
自己， 谨防节后综合征出现。

国庆黄金周结束
谨防节后综合征 近日，据媒体报道，在成都上

大学的两女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 由于没有任何专业的攀
爬装备，不熟悉路线也无人带领，
被困九峰山后只好报警， 等待救
援。（10月6日《华西都市报》）

对陷入困境、 险境的驴友进
行救助， 是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
的责任。 但是与那些完全不可预
测的意外事件不同， 越来越多驴
友的“任性”探险，降低了公众的
容忍度。 对此， 不妨通过多种举
措，引导驴友野外探险走向正规化。

首先，对于驴友违规、任性探

险行为，不妨用分担救援费用、有
偿救援的方式来约束他们的冲
动。驴友自然有野外探险的自由，
国家提供救援也是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是，任性、违规的
野外探险， 不仅会造成过高的救
援成本，对于遵守规则的人来说，
也是另一种不公平。 对此，《旅游
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
产安全遇有危险时， 有权请求旅
游经营者、 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
进行及时救助。 旅游者接受相关
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 应当支
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其次，除了要让他们“自付救
援费”以外，还要探索对他们或进
行经济重罚， 或是依法追究其他
责任。同时，在国家旅游局已建立
黑名单制度之下， 有必要将造成
严重危险后果的任性驴友列入其
中，让其一处冒险处处受限，以儆
效尤。

唯有通过多种举措， 规范野
外探险活动 ， 才能倡导珍爱生
命、 理性出游， 让户外探险朝着
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 类似 “两
女生说走就走的冒险” 才不会再
度上演。 □祝建波

前度郎： 近日， 甘肃泾川一
景区的大型花架被多名游客轮番
攀爬并在上面拍照留念， 而工作
人员上前劝阻时反遭游客谩骂 。
只有让 不 文 明 者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承 担 后 果 ， 付 出 应 有 的 代
价 ， 才不会有意放纵甚至明知
故犯 。 游客不听劝阻还谩骂管
理人员 ， 其行为性质已然 涉 嫌
违 法 ， 除 该 受 到 不 文 明 行 为
记录的惩戒 ， 还应受到法律的
惩罚 。

为了拥抱年轻人， 一些老字
号近年来也纷纷尝试推出一些颇
具 “青春气息 ” 的 “小字号 ”，
从产品、 服务、 体验方面也做出
了调整。 这家位于北京北三环的
一家新开不久的点心店， 就是一
家老字号的创新品牌。 这些造型
小巧、 花样精致的点心， 很难想
象， 这样 “网红脸” 的点心铺子
“稻田日记”， 背后竟是拥有124
年历史的老字号北京稻香村 。
（10月6日央视网）

一块招牌后面就是一段传
奇 ， 一尺柜台后都藏着一招绝
活———老字号是见证城市历史的
活化石。 在很多 “老字号” 企业
经营者眼里， “老字号” 本身就
是一块 “金字招牌”。 然而， 随

着时代的变迁， 一些 “老字号”
企业生产的商品已经丧失了社会
价值， 已经或即将被淘汰。 尤其
是不少 “老字号” 由于长期忽视
品牌经营和建设躺在所谓的 “金
字招牌” 上不思进取 ， 吃老本，
结果往往招致 “老字号” 品牌文
化积淀损失殆尽。

毋庸置疑，“老字号” 要应对
“生存危机”，就必须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
特许加盟和连锁经营等现代经营
业态，加强标准化建设，学会借助
“外脑”。老字号企业既应当充分发挥
自己的品牌和信誉优势，实现社会
资本的积聚，整合各种资源，增强
经济实力， 又要注重保持自己的
传统特色，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巩固原有的品牌， 学会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品牌。 对于一些
“老字号”来说，品牌和服务是其
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老字号”要
想形成固定的消费群体， 就必须
做足“文化戏”，除了不断挖掘和
弘扬“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外，还

需要输入新的文化元素。 当然，
“老字号”在奋发图强的过程中更
应珍视固有的企业文化、 品牌潜
质，充分发挥“老字号”文化本体
的辐射力，吸取现代管理经验，适
应市场发展需求，使“老字号”魅
力弥新。 □吴学安

日前，有网友拍摄视频称，
今年10月5日这天，在山东枣庄
的一家酒店内， 共有12对新人
在同一天举办婚礼。该视频引
发了许多网友的评论， 很多人
甚至颇有共鸣， 表示在这个国
庆节假期，自己也遇到了类似
的情况。 有网友调侃，“吃错饭
没关系，礼别随错了就行。”（10
月7日《北京青年报》）

国庆假期结婚 “扎堆儿”，
有的酒店一天办20场婚礼，令
人咋舌。特别是，有亲朋好友结
婚， 随礼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门
槛。到底随多少礼，既能维系亲
朋间的感情， 又在自己经济条
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令人
愁肠满结。

一边是随礼者叫苦不迭 ，
一边却是收礼者 “应收尽收”。
比如， 为了保证 “人不到礼要
到”，一些结婚者，居然给不能
到场的同学或同事发去电子请
柬及收礼的银行账号， 令人哭
笑不得。至于，同学结婚互送随
礼欠条， 更是畸形人情消费现
象的真实写照。

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行其道，是
催生畸形人情消费现象主要原
因之一，而消费文化背后的“面
子文化”， 恐怕是一个重要动
因。 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沦
为“礼奴”，恰恰是因为那些本
应纯净、淳朴、雅趣的民俗和礼
仪， 被庸俗而功利的现实俘获
和“奴化”了。以前有句话叫“礼
轻情义重”，现在却变成了“礼
多人不怪，礼重不压身”，风气
一日不改，“礼奴”一日不得解脱。

可见， 应转变人情消费观
念， 莫让国庆结婚扎堆， 沦为
一种节日负担。 虽然办婚宴、
送贺礼自古有之， 但是讲究的
是个 “情” 字， 主要是起到沟
通感情的作用， 形式更重于内
容 。 这样的随礼 ， 要量入为
出， 量力而行。 别让礼尚往来
变了味道， 让沉重的 “礼单”，
压扁人际关系。 只有保持文明
节俭的优良传统， 婚俗和礼仪
才能得到有效传承， 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 才能远离物质化和
功利化。 □汪昌莲

干部家访， 是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的传统形式之一， 也是工会
贴近职工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
但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 原因无他———在人们日益重
视个人隐私， 追求自我空间的今
天， 走门入户 “做工作” 的方法
显得 “不合时宜” 了。 特别是90
后、 00后一代年轻职工， 对于这
种 以 了 解 个 人 信 息 乃 至 心 理
活 动 为目的的做法并不欢迎 ，
甚至反感、 抵触， 家访活动自然

难以为继。
然而 ，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

们， 家访确实能够产生在工作环
境中谈话得不到的效果———干部
走进职工家里， 用拉家常的方式
与职工及家属交流、 沟通， 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 加深了彼此的理
解， 能够使职工感受到来自企业
的人情 “温度 ”， 增强归属感 ；
家访还有助于促进家人之间的理
解， 增进彼此的体贴、 关心和包
容， 同时有利于家访者对职工思
想状况、 家庭责任的掌握， 与家
属共同做好思想工作。 因此， 家
访工作不能丢。

新形势下怎样改进旧方法 ？
老传统如何发挥新作用？ 成了思
想政治工作、 工会工作的一个新
课题。

破解这个新课题， 首先要面
对实际， 分析不同年龄的职工对
家访工作的不同态度， 以及相同
年龄的职工能够接受什么与不能
接受什么。 譬如， 新入职的青年
职工崇尚自我， 思想活跃， 不愿
被束缚、 “被命令”； 有了几年
工作经历的职工， 考虑更多的是
个人职业发展， 陷于困惑又不愿
意流露； 而中年职工则面临 “上
有老下有小 ” 的工作与家庭压
力， 有困难也难以启齿； 即使是
相同的年龄， 有的人可能在物质
生活方面遇到了困难， 也可能是
精神需求发生了问题……不同的
人对于干部家访肯定会有不同的
态度， 家访工作必须因人而异，
“对症下药”。

破解这个新课题， 家访者要

有新思维、 新观念， 不能因循守
旧， 空谈大道理。 家访工作也要
与时俱进， 适应变化了的时代。
譬如， 要学点心理学、 社会学知
识。 如果既能够找准职工或其家
庭的心结、 “痛点”， 又能够尽
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或问题；
既充分尊重职工的意愿， 注意保
护 职 工 隐 私 ， 又 能 够 打 开 他
（她） 的心扉， 何愁家访不受欢
迎？ 要懂一点 “时尚”， 包括语
言和行为方式 。 与年轻人打交
道 ， 而且要 “探究 ” 其内心世
界， 如果家访者的思想、 语言或
行为陈旧老套， 与年轻人的生活
脱节， 不要说思想工作， 恐怕连
接近都难以做到。

破解这个新课题， 并不意味
着丢掉过去所有的老办法， 那些

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
还是应该坚持。 譬如曾被总结为
经验的 “必访必谈” 制度， （困
难家庭必访 、 职工生病住院必
访、 家庭发生矛盾必访、 婚丧嫁
娶必访、 出勤不正常必访、 职工
本人和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必访，
职工思想波动必谈、 受到批评处
分必谈、 发生违纪违章必谈， 等
等） 这些情况下， 往往就是职工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 当领导 、
工 会的同志及时出现在他们面
前 ， 坐在 “炕头儿 ” 推心置腹
时， 家访肯定受欢迎， 工作肯定
有成效。

家访工作要 “走路”， 更要
“走心”。 干部用 “走心” 换取职
工的“安心”、“开心”，才是新形势
下坚持家访工作的 “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