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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寻甸县杨开超：一个文
明社会的形成，一种文明习惯的养
成，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既
需要好言好语的劝导，也需要法律
制度的规范。刚性的制度、严格的
管理也是一种“唤醒”，它唤起人
们的文明意识，让人们形成对文明
的敬畏，最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临沧市耿马县杨茂芳：首先，

要从孩子抓起，教育引导孩子“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小养
成爱惜粮食的良好习惯。其次，餐
饮业要提倡合理消费的理念，对“光

盘行动”的顾客给予消费优惠等奖
励措施。再次，加强舆论监督，对
恶意浪费粮食的人和事进行曝光，
督促其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曲靖市宣威市王露：各级各部

门（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持续
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坚决制
止“口号式”“运动式”等形式主
义创建活动。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社会文明生活新风尚”，
让正确的消费观念流传开来、流行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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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浪费现象时有发生。个人认为，要有效杜绝浪费，

需多管齐下，转民风、带村风、促社风，从而形成戒奢从俭的良好

社会风气。

管好“发声筒”。一些网络媒体、自媒体为博眼球，盲目追逐

宣传效应，时不时爆料一些“大胃王”吃播、美食博主肆意浪费的新闻。

这样的宣传手段，对大众消费理念上的误导效应不容小觑。因此，

相关部门要强化媒体管理，旗帜鲜明戒奢从俭。

上好“家风课”。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风好坏，

直接关乎“细胞”的优劣和机体健康与否。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年人，

要扮演好“好家风导师”的角色，将戒奢从俭作为家风课的重要内

容，将勤俭节约的意识化成具体行动，让现今缺乏“饿肚子、冻身子”

经历的年轻一代，懂得珍惜、节约，自觉做到戒奢从俭。

算清“精细账”。部分农村地区在筹办红白事等宴席过程中，

受攀比之风、不善精打细算等因素影响，浪费现象较为突出。这就

要求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要发挥好教育、引导作用，带

头戒奢从俭，同时通过说故事、讲道理、帮筹划等方式，让广大群

众学会算节约账，最终让戒奢从俭化清风、促民风、带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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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萧山区的一户村民，在屋后堆放杂物被村里的巡查小组发现，多
次劝说无效后，被给予“黑榜警告”，该村民认识到错误后积极进行了整改。
近年来，许多地方探索出“红黑榜”等乡村治理新方法。如何用好“红黑榜”
助力乡村治理？

下期话题：红黑榜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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