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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真实的故事。2020 年春节前夕，长期在外务工

的赵某回家过年，与朋友吃饭时被嘲讽务工多年没挣到钱。

大年三十晚上，气不过的赵某咬咬牙，一口气放了十长串

鞭炮、十箱烟花，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几千元钱变成了家门

口厚厚的鞭炮垃圾。

第二天，赵某跑到朋友家中炫耀：“你说我没钱，听

到昨晚的烟花响了吗？”二人越说火越大，并发生肢体冲

突，最后以赵某的鼻梁骨折告终。

借这个故事，是想说一说如今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盲目

攀比现象。近年来，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部分村民手

里有了钱，攀比之心更重。以建房为例，不少村民外出务

工后，省吃俭用挣到第一桶金，几乎都花在自建房上，看

到有人盖两层，自己非得盖三层四层。许多家庭为盖房花

光了全部积蓄，还欠下大笔债务。房子建好后，往往仅在过

年时回来住几天，又继续外出务工，新洋房变成“空心房”。 

农村的攀比之风还体现在吃不完的流水席上。有些地

方，孩子满月、周岁、升学都要请客，甚至建房浇灌一层

也要请客一次。出于“补偿”心理，请客演变成“你方唱

罢我登场”，简直像走马灯，搞得不少人债台高筑，有苦

难言。这些行为，累坏了街坊邻居，拖垮了亲戚朋友，败

坏了社会风气。

爱面子本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盲目攀比，否则既加重

自身负担，又扭曲正常的人际关系，甚至激化矛盾。要扭

转这种不良风气，最终要靠村民转变思想观念。一方面，

各地可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减轻群众的经济负

担，净化社会风气，让农民群众把人情往来的重心，从酒

场饭桌、虚荣攀比转回到生产生活本身。另一方面，要积

极创造条件，以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活动，帮助村民提升精

神文化水平。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村民摆正心态，既要对美好

生活充满向往，也要充分考虑自身实际，不让“爱面子”

成为生活累赘。尤其是要引导村民把爱面子转化为促进个

人进步、家业兴旺的动力源泉。要攀比，可以比发家致富，

比孝老爱亲，比子女成才，这样的攀比，既有面子，又有

里子。致  富  随  笔


