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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锋 论 坛
L

厉 行 节 约 、 反 对 浪 费 ， 事 在

全民、人人有责。习近平总书记近

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笔者

认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需

做到“三要”。

要 避 免 抹 不 开 “ 面 子 ” 。

当 前 ， 部 分 农 村 办 婚 丧 嫁 娶 客 事

时 ， 餐 桌 上 一 些 美 味 佳 肴 没 有 吃

完 ， 被 白 白 浪 费 。 背 后 是 主 人 害

怕 办 不 好 显 得 寒 碜 、 担 心 被 人

笑 话 ， 爱 “ 面 子 ” 而 让 置 办 的 饭

菜 越 来 越 丰 盛 。 而 客 人 吃 不 完 也

不 好 意 思 带 走 ， 最 后 这 些 剩 菜

剩 饭 都 得 扔 掉 ， 导 致 了 大 量 食 物

浪 费 。 此 类 现 象 比 比 皆 是 ， 如 生

意 场 上 的 应 酬 、 家 庭 式 聚 会 等 ，

都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着 因 主 人 “ 爱 面

子”而造成食物浪费现象。

要传扬节俭的家风家教。《曾

国 藩 家 训 》 中 的 “ 勤 、 俭 、 刚 、

明、忠、恕、谦、浑”八德和“家

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

不贫贱”十六字家训是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更应从源头抓起、从家

风家教抓起，共同创造节俭持家的

家庭文化内涵。

要 靠 制 度 加 以 监 督 和 引 导 。

有 的 企 业 或 个 人 举 办 比 吃 大 赛 、

比 喝 活 动 、 “ 大 胃 王 ” 直 播 ， 夺

人 眼 球 ， 引 人 围 观 。 面 对 此 类

现 象 ， 有 必 要 制 定 一 些 刚 性 制 度

加 以 监 督 和 引 导 。 饭 店 的 工 作 人

员 常 说 ： “ 最 害 怕 客 人 吃 不 完 ，

还 不 带 走 ， 浪 费 了 我 们 精 心 准 备

的 食 物 。 ” 一 些 自 助 餐 饭 店 制 定

剩 余 饭 菜 处 理 制 度 ， 规 定 在 用

餐 后 剩 余 饭 菜 超 过 规 定 量 ， 就 要

收 取 相 应 金 额 ， 浪 费 现 象 一 定 程

度 上 得 到 了 遏 制 。 笔 者 认 为 ， 类

似 制 度 应 大 力 推 行 ， 让 客 人 “ 吃

饱 ” “ 吃 好 ” “ 吃 完 ” ， 真 正 实

现乘兴而来，“光盘”而归。

以“三要”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张文虎

近日，云南省委决定在全省组

织开展学习活动，大力弘扬新时代

“西畴精神”。笔者认为，弘扬新

时代“西畴精神”应从以下几方面

做起。

学习“西畴精神”要勇于拼搏。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缺

乏拼搏精神，遇到困难问题绕道走，

是当前少数干部身上 存在的突出问

题之一。这些人“守摊子”的思想日

渐突出，拼搏精神消失殆尽，久而久

之，不但会贻 误一个地区和部门的

发展，而且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风

气，会 像新冠 肺炎病毒一样 传染给

身边 人，进而带坏整个地区和部门

的工作作风。弘扬“西畴精神”，就

是要学习西畴人民自强不息、奋斗不

止、勇于拼搏的精神，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危机感、紧迫感，奋力开

创工作新局面。

学习“西畴精神”要舍得吃苦。

一个人只有学会吃苦、懂得吃苦、不

怕吃苦、争着吃苦，才能获得事业的

成功、别人的敬重、社会的肯定、组

织的认可。西畴人民正是通过自强自

立、埋头苦干，年复一年向石漠化抗

争、向贫困宣战，才闯出今天的一片

新天地。弘扬“西畴精神”，就要让

吃苦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干事的

动力与行动的自觉。

学习“西畴精神”要敢为人先。

敢为人先不仅是担当有为的体现，而

且是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思想作风

的外在反映。沿海发达地区之所以建

设得好、迈得开步伐、跟得上时代，

并不仅仅 是他们有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关键还在于他们有一群不怕困

难、敢为人先的领导干部。弘扬“西

畴精神”，就要彻底摒弃胆小怕事、

唯唯诺诺的干事风格，要大力弘扬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抢抓机遇、锐意进

取、求变求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

地见效，凝心聚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弘扬“西畴精神”就要拼搏苦干 李世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